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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20年，两大因素推动我国出口超预期高增长。一方面是受益于疫

情的防疫物资需求大幅提升。2020年我国纺织纱线相关制品和医疗器械

出口分别同比增长29.2%和40.5%。另一方面是得益于快速复工复产，以

及产业链的竞争力，中国出口份额提升，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进一步巩

固。2020Q4我国出口的市场份额为15.96%，较2019Q4上升了1.93个百

分点。2020Q2在海外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国出口份额创下16.66%的历

史最高纪录。 

当下市场更关注的是中国出口高增长的持续性。本篇报告我们创新地拆

解了中国出口框架，构建了四大板块进行分析与预测。我国贸易商品HS

分类共有22类99章，我们结合三个维度（每一个大类商品的全球出口金

额同比、中国占全球出口份额、中国出口金额同比）将全部贸易商品进一

步筛选划分为了四大板块：1）份额受益于疫情板块，是我国出口商品中

占比最高的，也是决定我国去年出口高增长的关键因素，体现了我国稳定

的生产能力和供应链在疫情时代的优势。去年增长6.3%，全年增速仅次

于防疫物资板块，但占到我国出口金额的44.6%。2）需求受益于疫情板

块，是我国出口的另一大增长点，去年增长5.8%，占我国出口金额的

28.5%。3）防疫物资是我国去年出口增速最快的板块（+8.8%），但占

比较小（14.7%）。4）受损于疫情板块去年同比下降11.8%，在我国出

口金额中只占到12.2%，因此去年并没有对我国出口增速造成明显拖累。 

今年下半年我国出口会面临一定的压力。通过对出口商品四个板块的拆

分测算，我国2021年出口有望同比增长16.8%，Q1-Q4分别同比增长

48.8%、21.7%、5.7%、2.5%。从同比增速来看，受损于疫情（+49.1%）>

份额受益于疫情（+19.6%）>需求受益于疫情（+6.2%）>防疫物资

（+1.7%）。从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及其变化来看，份额受益（45.7%，

+1.1pct）>需求受益（26.0%，-2.6pct）>受损于疫情（15.6%，+3.4pct）>

防疫物资（12.8%，-1.9pct）。分季度来看，受损于疫情板块是2021年

增长的主要贡献项，增速逐季抬高。防疫物资Q2开始增速转负。份额受

益和需求受益两个板块的增速逐渐回落，Q4都面临同比下滑压力。但由

于全球外需的恢复，份额受益板块的表现会好于需求受益板块。 

我国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提升幅度小于去年，出口优势依然保持。在国际

贸易中心ITC口径下，我们判断2021年全球商品出口金额同比增长8%，

中国在世界的出口份额将从2020年的15%进一步提高到16.2%，提升了

1.2个百分点（去年上升了1.7个百分点）。 

风险提示：疫情变异风险；经济运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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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0年中国出口回顾 

 1、两大因素推动我国出口2020年超预期高增长 

2020 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2 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1.9%。其中，出口 17.9 万亿

元，增长 4%；进口 14.2 万亿元，下降 0.7%；贸易顺差 3.7 万亿元，增加 27.4%。 

一方面是受益于疫情的防疫物资需求大幅提升。2020 年我国纺织纱线相关制品出口 15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2%；医疗器械出口 181 亿美元，同比增长 40.5%。 

另一方面是得益于快速复工复产，以及产业链的竞争力，中国出口份额提升，货物贸易第

一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根据 WTO 数据统计，2020 年第四季度我国出口占全球的市场

份额为 15.96%，较 2019 年同期上升了 1.93 个百分点。2020 年第二季度在海外疫情最严

重的时候，我国出口份额创下 16.66%的历史最高纪录。 

图 1：中国进出口年度金额与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图 2：我国进出口贸易从 2020 年 6 月开始恢复同比正增长  图 3：中国防疫物资出口同比大幅增长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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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主要国家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 

 

资料来源：WTO，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2、2020年中国出口份额提高，是替代了哪些国家？ 

根据 WTO 货物贸易口径计算，中国 2020 年全年出口的市场份额为 14.74%，较 2019 年

上升了 1.59 个百分点。分国家和地区来看，2020 年出口份额提升了的国家和地区，除了

中国以外，还有欧盟整体（+0.41%）、越南（+0.22%）、韩国（+0.06%）。 

2020 年全年出口份额受疫情负面影响最大的国家是美国（-0.50%）、俄罗斯（-0.32%）、

英国（-0.18%）、印度（-0.13%）、日本（-0.06%）。其中 Q2 份额同比下降最严重的是欧

盟（-1.09%）和美国（-0.94%）。（括号中为出口份额下降百分点） 

图 5：主要国家出口份额的比较 

 

资料来源：WTO，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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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主要国家出口份额 2020 年每季度较 2019 年同期的变化（%） 

 

资料来源：WTO，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考虑到各国主要出口产品不同，中国的出口优势集中在工业品、钢铁、机械设备、电子产

品、机械设备以及纺织服装行业，这些行业中国的出口份额均超过了整体商品份额。 

因此 2020 年中国出口份额提升，从需求端来说，满足的是欧美发达国家；从供给端来说，

替代的是印度、日本、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的一部分生产力。 

表 1：2019 年主要国家分项商品出口占世界比重 
 

中国 印度 日本 韩国 越南 俄罗斯 英国 美国 欧盟 

总商品 13.1% 1.7% 3.7% 2.9% 1.4% 2.2% 2.5% 8.6% 30.6% 

农产品 4.6% 2.1% 0.7% 0.7% 1.7% 1.9% 1.9% 9.2% 35.9% 

食品 4.6% 2.2% 0.5% 0.5% 1.6% 1.6% 2.0% 8.9% 36.3% 

燃料和采矿产品 2.6% 1.8% 1.0% 1.8% 0.2% 8.1% 1.9% 7.9% 15.1% 

燃料 2.0% 1.9% 0.6% 1.8% 0.2% 9.4% 1.7% 8.4% 12.9% 

工业品 18.2% 1.8% 4.8% 3.7% 1.8% 0.7% 2.6% 8.1% 36.3% 

钢铁 13.2% 2.9% 6.7% 6.3% 1.2% 4.6% 1.3% 3.2% 36.1% 

化学品 7.3% 2.4% 3.6% 3.4% 0.3% 1.0% 3.1% 10.2% 45.8% 

制药 2.6% 2.7% 1.0% 0.6% 0.0% 0.1% 4.3% 8.3% 61.3% 

机械和运输设备 18.4% 1.0% 6.3% 4.8% 1.8% 0.3% 2.7% 8.3% 34.8% 

办公和电信设备 31.7% 0.3% 3.1% 6.7% 4.6% 0.2% 1.0% 7.4% 18.2% 

电子数据处理和办公设备 33.3% 0.2% 2.6% 6.0% 4.9% 0.1% 1.4% 8.8% 21.0% 

电信设备 42.4% 0.6% 1.0% 1.3% 6.8% 0.3% 1.1% 6.1% 24.1% 

集成电路和电子元件 19.6% 0.1% 5.6% 12.8% 2.2% 0.0% 0.5% 7.5% 9.9% 

运输设备 5.8% 1.2% 8.6% 4.2% 0.2% 0.3% 3.5% 7.8% 43.4% 

汽车产品 3.9% 1.0% 10.1% 4.3% 0.1% 0.3% 3.4% 9.3% 46.6% 

纺织品 39.2% 5.6% 2.2% 3.0% 3.0% 0.2% 1.2% 4.4% 21.7% 

服装 30.7% 3.5% 0.1% 0.4% 6.3% 0.1% 1.8% 1.2% 27.7% 

资料来源：WTO，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注：2020 年分项商品数据暂未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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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20 年 1 月-2021 年 5 月亚洲主要国家出口当月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3、目前全球供需格局恢复情况如何？ 

从供给端的环比改善来看，全球制造业处于最近两年来的最快恢复速度，5 月全球制造业

PMI 达到 56。欧美发达国家改善速度快于发展中国家，美国、英国、欧元区等国家 5 月

制造业 PMI 均超过了 60，有加速改善的迹象。但印度、巴西、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国家 PMI

却低于今年初的水平。 

从需求端来看，美国和英国由于接种疫苗速度最快，服务业恢复的速度也遥遥领先，欧元

区国家随着疫情好转，经济也在逐步解封。但是相比之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服务业表现

仍然低迷，尤其是印度、巴西、中国台湾，也包括发达国家中的日本，服务业 PMI 都处于

荣枯线以下。 

图 8：全球制造业 PMI 指数追踪（绿色代表 PMI>50，红色代表 PMI<50，黄色代表数据中的最高值）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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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全球服务业 PMI 指数追踪（绿色代表 PMI>50，红色代表 PMI<50，黄色代表数据中的最高值）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图 10：美欧主要经济体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七日平均值）  图 11：印度和巴西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七日平均值）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图 12：主要经济体疫苗接种率 TOP25 

 

资料来源：Bloomberg，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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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接种疫苗按两针算可供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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