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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新框架看 2021 年中国出口 

观点 

 本报告中，我们采用“杜邦分析”框架来回顾 2020 年和展望 2021 年的
中国出口。借鉴“杜邦分析”思路，我们将中国出口拆解为全球经济、
全球出口强度及中国出口份额三个分项，即： 

中国出口 = 全球 GDP  ×   
全球出口

全球 GDP
    ×    

中国出口

全球出口
 

 

 在该框架下，2020 年中国出口持续走强完全由份额提升这一因素所贡
献，这与过去三年明显不同。今年疫情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打击是巨大
的，然而截至 10 月中国出口累计增速已转正，美/日/韩/德截至 9 月仍
在-18%~-8%区间。一正一负的增速表现必然带来中国出口份额的提升。 

如何理解中国出口的竞争优势？随着全球疫情不断演变，用单一因素解
释中国出口的持续强劲较为局限，我们认为分两阶段理解中国出口的强
劲更合理。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全球供需缺口、防疫物资及供应链优
势三因素主导出口持续走强；随着疫情好转，全球经济活动回暖、全球
贸易环境改善释放了巨额传统外需，同时结构上海外房地产链产品接替
防疫物资支撑中国出口维持强劲。 

 

 展望 2021 年，三个分项中全球出口强度的提升或为市场最易忽视的因
素。在判断 2021 年全球出口强度时，我们从该指标涵义出发，考虑其
实际上衡量的是全球供应链活跃度。而在全球化分工下，供应链活跃受
融资环境影响较大，这就为我们判断明年出口强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
角。我们观察到历史上全球出口强度与美元指数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
关系（不难理解，美元越强，则融资成本越高），因此基于明年美元趋势
性走弱的判断，我们有较大把握认为明年全球贸易将重回活跃。 

 

 除全球出口强度外，全球经济活动复苏、中国出口份额稳健也有望共同
支撑中国出口韧性延续，实现 7%-10%的增长。 

考虑在疫苗的不同效果下，2021 年全球经济可能“较快恢复”，也可能
“无明显边际改善”。综合两种情形，我们对 2021 年中国出口三个分项
的主要判断为：（1）基数效应下全球经济增速 4.4%~5.2%；（2）在美元
走弱、全球流动性宽松环境下全球贸易重回活跃，出口强度提升
0.4pct~0.7pct；（3）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优势、供应链优势支撑中国出口份
额维持稳健，变化区间设为 0pct~0.5pct。基于这三个分项的假设，我们
预计 2021 年中国出口增速 7%-10%。 

 

 风险提示：全球经济修复动能不足的下行风险；海外政策调整超预期。 

 

                                   

证券分析师  陶川 

执业证号：S0600520050002 

010-66573671 

taoch@dwzq.com.cn 

证券分析师  王丹 

执业证号：S0600520050003 

010-66573671 

wangdan@dwzq.com.cn 

研究助理  赵艺原 
zhaoyy@dwzq.com.cn  

[Table_Report]  

相关研究  
1、《宏观点评 20201116》2020-

11-16 

2、《宏观点评 20201111：增量

放缓，存量尚未见顶》2020-11-

12 

3、《宏观点评 20201106：经济

稳、价格降、融资强》2020-11-

07 

4、《宏观点评 20201103：“十四

五”规划：九大安全议题和投

资机会》2020-11-03 

5、《宏观点评 20201029：从五

中全会公报看”十四五”布

局》2020-10-29  

[Table_Author] 2020 年 11 月 22 日  

 

                      



 

 2 / 14 

 

 
 

 

东吴证券研究所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Table_Yemei] 宏观专题报告 

 

 
 

内容目录 

1. 2020 中国出口依靠什么抢占份额？ .............................................................................................. 5 

1.1. 第一阶段：全球供需缺口+防疫物资+产业链优势 ............................................................ 6 

1.2. 第二阶段：海外经济复苏+地产链产品 .............................................................................. 7 

2. 2021 年中国出口展望：韧性延续 .................................................................................................. 8 

2.1. 全球经济增速：基数效应下的反弹..................................................................................... 8 

2.2. 全球出口强度：国际贸易重回活跃..................................................................................... 8 

2.3. 中国出口份额：结构支撑稳中有升................................................................................... 10 

2.4. 新框架预测 2021 年中国出口增速 7%-10%...................................................................... 12 

3. 风险提示 ........................................................................................................................................ 13 

 

 
  



 

 3 / 14 

 

 
 

 

东吴证券研究所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Table_Yemei] 宏观专题报告 

  
 

图表目录 

图 1：各国 2020 年迄今出口累计增速............................................................................................... 4 

图 2：中国出口份额提升超过其他国家............................................................................................. 5 

图 3：截至 5 月，中国是全球供需缺口最大的国家......................................................................... 6 

图 4：中国防疫物资出口份额从第四升为第一................................................................................. 6 

图 5：中国制造业海外增加值占出口比重较低................................................................................. 6 

图 6：截至 9 月，日本、德国、巴西等国供需缺口转正，中国供需缺口优势减小..................... 7 

图 7：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V”型复苏 .............................................................................................. 7 

图 8：中国、越南、中国台湾出口同比均有大幅改善..................................................................... 7 

图 9：疫情后全球房价上涨是普遍现象............................................................................................. 8 

图 10：海外房地产繁荣对中国出口形成支撑................................................................................... 8 

图 11：全球贸易活跃度与美元表现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 ............................................................... 9 

图 12：全球出口相较整体经济而言具有更高的 β ......................................................................... 10 

图 13：2020 年 3-7 月中国出口各地份额均明显提升 .................................................................... 10 

图 14：过去 20 年中国出口份额提升速度最快............................................................................... 10 

图 15：全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 35%（2018 年） ................................................................... 11 

图 16：中国出口中高新技术产品占比 51%（2018 年） ............................................................... 11 

图 17：机电产品复杂度最高............................................................................................................. 11 

图 18：中国经济复杂程度高于泰印越............................................................................................. 11 

图 19：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份额有望持续提升，劳动密集产品份额或延续下滑..................... 12 

图 20：杜邦分析思路拆解中国出口（以第一种情形为例）......................................................... 13 

 

 

表 1：中国出口增速的结构性因素变化............................................................................................. 5 

表 2：两种情形下对应的中国出口 2021 年增速在 7%-10%.......................................................... 12 

 
 
  



 

 4 / 14 

 

 
 

 

东吴证券研究所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Table_Yemei] 宏观专题报告 

  

在展望 2021 年的中国出口前景之前，对 2020 年中国出口的回顾和反思是有必要

的，尤其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出口表现远超疫情爆发之初的预期，而且在全球主要制造业

大国中优势凸显（图 1）。 

 

图 1：各国 2020 年迄今出口累计增速 

 

备注：疫情最严重的 4-8 月越南出口增速不及中国，其主要依靠第二阶段的海外需求释放

拉动（参考后文详解）。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在此，我们不妨先给出我们的分析框架，即借鉴杜邦分析思想，将中国出口拆解为

如下三个分项： 

中国出口 = 全球 GDP  ×   
全球出口

全球 GDP
    ×    

中国出口

全球出口
 

依据该式拆解近五年的中国出口，可以观察到出口增速的结构性因素变化。如表 1

所示，过去几年在全球经济稳定增长情况下，全球出口强度和中国出口份额主导了中国

出口的变化。如 2016 年在全球贸易低迷且中国出口份额下滑的情况下，中国出口负增

长；2017-2018 年尽管中国出口份额仍有小幅下滑，但全球出口强度提升驱动中国出口

实现较快增长；2019 年全球贸易低迷，但中国出口份额提升使得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2020 年情况会是如何？以 IMF 和 WTO 最新预测的 2020 年全球经济（-5.2%）和贸

易增速（-9.2%）推算，2020 年全球出口强度下降 0.9pct。而截至 10 月中国出口累计增

速已转正至 0.5%，且最新彭博一致预期今年中国出口增速 1.6%，由此计算可得 2020 年

中国出口份额提升 1.6pct。这也表明今年在全球经济和贸易均衰退情况下，中国出口实

现正增长完全由出口份额提升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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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国出口增速的结构性因素变化 

单位（%）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E 

全球 GDP 增速 2.59 3.26 3.04 2.48 -5.20 

全球出口强度 20.28 21.72 23.23 22.10 21.17 

△ -1.24 1.44 1.50 -1.13 -0.93 

中国出口份额 13.28 12.95 12.92 13.32 13.28 

△ -0.64 -0.32 -0.04 0.40 1.58 

中国出口增速 -7.73 7.90 9.87 0.51 1.60 

数据来源：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其他国家表现如何？在该框架下比较各国出口表现，关键差别仅在第三项（即出口

份额）。据最新彭博一致预测的 2020 各国出口增速，今年美、日、德出口份额均有不同

程度下滑（图 2）。在全球贸易萎缩背景下，一国出口负增长并不令人意外，但份额变化

则体现了各国疫后出口竞争力的差距。 

 

图 2：中国出口份额提升超过其他国家 

 

备注：2020 各国出口增速采用彭博一致预测值 

数据来源：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1.   2020 中国出口依靠什么抢占份额？  

在理解今年出口超强表现时，动能切换易被忽视。市场今年出口的持续走强经历了

“超预期”到“再认知”的观点转变，后期最常见的解读是“替代效应”。我们认为随着

全球疫情演变，分两阶段理解中国出口的持续走强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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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一阶段：全球供需缺口+防疫物资+产业链优势 

全球供需缺口：疫情爆发和应对的不同步导致全球供需错配，中国作为率先“爬坡”

的国家较早实现了正的供需缺口，填补了其他国家负的供需缺口（图 3），这是第一阶段

支撑中国出口持续走强的最主要原因。 

防疫物资：疫情期间防疫物资主导中国出口，例如 6 月份中国出口增速 0.5%，但剔

除防疫物资后出口仍是负增长（-2.8%），防疫物资对出口的拉动可见一斑。全球来看，

中国防疫物资份额也从第四跃升至第一（图 4）。 

产业链优势：以海外增加值/总出口额来衡量一国供应链长度，该值越小，表明供应

链越完整。以此计算中国的供应链完整度高于印度、越南等国（图 5）。因此在全球化生

产受阻情况下，完整的供应链支撑了国内生产体系的迅速修复。 

 

图 3：截至 5 月，中国是全球供需缺口最大的国家 

 

备注：生产、需求恢复程度分别指最新月度工业产值、零售销售同比与疫情以来受冲击最大月份同比之差，绿

色表示差值为正，红色表示差值为负 

数据来源：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 4：中国防疫物资出口份额从第四升为第一  图 5：中国制造业海外增加值占出口比重较低 

 

 

 

数据来源：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OECD，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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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二阶段：海外经济复苏+地产链产品 

随着海外经济“V”型复苏，中国供需缺口优势明显减小（图 6），但传统外需回暖

带动了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越南出口共振改善（越南年内出口增速超过中国也主要是

受益于此阶段的利好）（图 8）。从结构上，疫情后在低利率环境、财政刺激及居家办公

需求的共同作用下，海外房地产市场火爆，2020 年二季度全球 43 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37

个房价上涨（图 9），这带动地产链下游产品（家具、灯具）出口同比上升，对防疫物资

出口增速的下滑形成补充（图 10）。 

 

图 6：截至 9 月，日本、德国、巴西等国供需缺口转正，中国供需缺口优势减小 

 

备注：生产、需求恢复程度分别指最新月度工业产值、零售销售同比与疫情以来受冲击最大月份同比之差，绿

色表示差值为正，红色表示差值为负 

数据来源：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 7：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V”型复苏  图 8：中国、越南、中国台湾出口同比均有大幅改善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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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疫情后全球房价上涨是普遍现象  图 10：海外房地产繁荣对中国出口形成支撑 

 

 

 

数据来源：IMF，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2.   2021 年中国出口展望：韧性延续 

在“杜邦分析”框架下，我们发现 2020 年中国出口走强主要是份额提升的贡献。

而在份额之外，展望 2021 年出口时全球经济和出口强度也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 

 

2.1.   全球经济增速：基数效应下的反弹 

明年全球经济在低基数下的反弹已是共识，关键在于判断反弹幅度。反弹幅度受疫

情走势和疫苗推行进度的影响较大，如 IMF 在 4 月曾预计 2021 年全球经济增速 5.8%，

但随着疫情和疫苗的情况演变，6 月下调预期至 5.4%，10 月再度下调至 5.2%。 

11 月以来美、欧疫情再度恶化，同时疫苗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我们考虑 2021 年

全球经济有以下两种情形：（1）疫苗在全球范围接种后经济活动较好恢复；（2）疫苗推

行进度不及预期，且接种后经济活动与当前相比边际改善不大。结合基数原因，预计

2020&2021 年全球经济增速在第一种情形下分别为-3.9%、5.2%，在第二种情形下分别

为-5.2%、4.4%。 

 

2.2.   全球出口强度：国际贸易重回活跃 

纵观全局，全球出口强度的判断逻辑可能最容易被忽视。但结合历史来看，可能是

拐点性的变化（如 2017 年出口强度扭转连续三年负增长，并驱动中国出口增长 7.9%），

因此特别值得关注。 

从该指标的定义来看，由于出口额将中间品贸易计算在内，而 GDP 只计算最终品

价值，故全球出口强度（即全球出口/GDP 指标）实际上衡量的是全球供应链活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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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