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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中国出口前景展望：兼论 5 月出口能否延续

强势？ 

观点 

 4 月份出口数据的超预期，在外贸数据本身月度波动极大的特性下，单
月数据本身并不宜过度解读，但作为正常复工后的首月，为思考疫情下
的中国出口形势提供了重要的观测视角。 

 

 1、防疫物资对出口的拉动究竟有多大？在疫情持续影响全年的背景下，
防疫物资对出口的支撑是否会长期维持在高位水平？ 

 首先，防疫物资出口对 3、4 月份出口的贡献分别在 0.5 和 4.6 个百分点
左右，预计对 5 月出口的贡献进一步上升至 8.1 个百分点。其次，截止
到 5 月中旬，防疫物资日均出口介于 35-40 亿元左右，相较于 4 月份仍
在增加；展望未来，防疫物资的出口预计会随着疫情的持续在相当长一
段时间内保持高增速，但随着欧美国家复工的推进、非消耗性防疫物资
需求在全球疫情见顶后回落，预计中国防疫物资对出口的支撑在年中左
右见顶后边际放缓。 

 

 2、疫情下的贸易“替代效应”是否存在？中国出口商能否持续抢占市
场份额？ 

 以中国贸易数据观察，全球疫情扩散和隔离封锁的不同步下，供应链在
全球范围内面临再调整，即进口国减少了从正处于严格封锁国家/地区
的进口，而从封锁条件相对宽松的地区寻求“替代”。随着 5 月份主要
发达经济体复工复产的推进，中国出口商享有的供给优势开始减弱，但
若国内能够有效防范疫情的二次爆发，率先复工的优势能够对后续出口
继续产生边际支撑。 

 

 3、前瞻指标展现了怎样的出口前景？ 

 新出口订单连续 4 个月处于大幅收缩区间，从领先出口拐点 3-6 个月的
历史统计经验来看，5 月开始未来几个月出口将受前期订单大幅萎缩的
影响。近期日韩出口均保持在-20%的区间运行，可以作为观测我国本轮
出口下探的底部区域参考。在国内不发生二次疫情爆发的中性假设下，
预计全年出口同比降幅在 10%-15%左右，且中国有望延续在历次出口
下行周期的“低β”特征（下滑幅度小于其他主要贸易国）。 

 

 4、5 月出口能延续强势吗？ 

 强劲不再：外需和新订单大幅萎缩的影响显现，欧美复工导致中国的产
业链中的供给优势开始减弱，高基数拖累且工作日同比减少 3 天；韧性
犹存：防疫物资出口对 5 月份出口的支撑进一步上升。 

 

 

 

 风险提示：国内疫情二次爆发、欧美复工进展不畅、新兴市场疫情引发
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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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疫物资对出口影响究竟多大：历史测算和未来展望 

在全球需求断崖式下跌的背景下，中国 4 月出口同比逆势实现了 3.5%的正增长，

并与中国在历史上呈现高度同步性的韩国出口出现了明显背离，4 月韩国出口同比降幅

达到 25.1%。其中，新冠疫情全球扩散背景下的防疫物品出口是一大支撑因素，4 月出

口商品中医疗仪器、纺织纱线（含口罩等）、医药品、医用敷料、药材、抗菌素等均实

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同比增速（图 1）。 

 

图 1：4 月主要商品出口金额同比增速:防疫物资、办公用品、部分农产品高增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 3 月以来我国防疫物资出口情况，以人民币计价，3、4 月份防

疫物资出口金额总计分别在 62 亿元和 650 亿元左右，对当月总出口贡献分别达到 0.5

和 4.6 个百分点左右。而截至 5 月 16 日，5 月防疫物资出口已经达到 632 亿元，假设 5

月后半月保持这一日均出口量，则防疫物资对出口的贡献将达到 8 个百分点以上。 

 

 

 

 

 

 

-60

-40

-20

0

20

40

60

便
携
式
电
脑

医
疗
仪
器
及
器
械

纺
织
纱
线
、
织
物
及
制
品

自
动
数
据
处
理
设
备

医
药
品

鲜
或
冷
藏
蔬
菜

医
用
敷
料

鲜
、
干
水
果
及
坚
果

微
波
炉

存
储
部
件

蔬
菜

药
材

抗
菌
素(

制
剂
除
外)

体
育
用
品
及
设
备

集
成
电
路

打
印
机

农
产
品

灯
具
、
照
明
装
置
等

玩
具

家
具
及
其
零
件

液
晶
显
示
板

服
装
及
衣
着
附
件

箱
包
及
类
似
容
器

手
表

数
字
式
相
机

%



 

 5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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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月以来我国防疫物资出口金额情况  图 3：4 月以来我国防疫物资日均出口金额变化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中国政府网，东吴证券研究

所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中国政府网，东吴证券研究

所 
 

表 1：3 月份以来防疫物资出口金额及对出口的拉动情况 

  
防疫物资出口金额 

（亿元） 

出口金额 

（亿元） 

占出口比重 

（%） 

3月 62.0 12929.0 0.5 

4月 650.0 14070.0 4.6 

5月预测 1224.5 15026.8 8.1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中国政府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随着海外疫情的扩散，中国防疫物资日均出口从 4 月初的 10 亿元上升至 5 月中旬

的 35 亿元以上，截至 5 月中旬尚未出现见顶回落的迹象。疫情反复可能会使得防疫物

持续支撑出口，但随着海外新增确诊和未治愈病例的边际趋缓，以及欧美等主要经济体

复产复工的有序推进，防疫物资出口对出口的支撑可能在 5、6 月份见顶后边际回落。 

 

图 4：海外新冠肺炎疫情未治愈病例和新增确诊病例增量边际放缓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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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替代效应：中国还能继续抢占出口市场份额吗？ 

4 月出口高增的另一个可能的重要解释是全球疫情轮动对产业链的影响，即中国率

先走出疫情封锁并实现复产复工，而在其他国家/地区正面临严格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出

口商部分“抢占”了其他国家/地区的出口份额。 

首先，这一观点是否能得到数据的支持？我们从中国进口的视角来看，用中国 4 月

份进口占比相对于 2019 年全年的变化，来观察中国是否在全球疫情扩散期间调整进口

目的地，用高盛的 lockdown index 衡量一国/地区封锁的程度。图 5 显示，二者负相关关

系明显，即我国加大了在疫情封锁程度低的地区的进口，以应对疫情严格封锁地区供应

的减少。 

 

图 5：疫情期间进口的“替代效应”显著 

 

数据来源：Wind，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中韩两国在今年以来的出口持续背离。由于中韩两国实际

情况的不同，两国在疫情应对上的措施是不同，在中国 2、3 月实施严格封锁的同时，

韩国并未出现全国层面的全面停工停产，因此韩国在 2、3 月份出口和工业生产都明显

强于中国，受疫情冲击较小；而 4 月份随着中国复工复产的快速推进，情况出现了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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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中韩出口增速在年初以来持续背离  图 7：中韩在应对疫情时采用的政策不同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我们很难量化中国出口商“抢占”了多少的出口市场份额，但试图从边际变化去厘

清这一影响的演变趋势。从高盛 lockdown index 来看，非常明显的变化即相对于 4 月份

海外经济几乎全面强化封锁而言，5 月份除了主要经济体均放松了疫情封锁，推进复产

复工，尤其是欧洲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多国在疫情防控进入可控状态后快速放松封锁，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与海外的供给差将明显弱化，当然这一逻辑的主要前提是欧美不会因

为过早推进复工而导致疫情再度显著恶化。 

 

表 2：5 月份主要经济体均放松了疫情封锁 

数据来源： 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绿色箭头表示放松封锁，红色箭头表示强化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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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34.7 89.0 52.8 沙特 48.9 82.1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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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40.0 57.1 44.0 英国 33.9 73.6 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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