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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中银研究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贸易格局出现诸多新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

亚太地区份额上升，贸易数字化加快发展，欧盟出台碳关税政策，中美经

贸关系有所缓和。展望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将稳定增长，贸易区域化进

一步增强，贸易数字化进程加快，中国在贸易数字化方面表现将更加突出，

碳中和碳关税影响高碳贸易品的出口竞争力，同时也有助于带动新能源产

品、低碳产品贸易增长。 

一、新冠疫情以来全球贸易格局诸多新变化 



 

 - 3 - 

从贸易增长来看，由于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负增长和供应链紧张，

2020 年全球贸易大幅收缩。2021 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国际贸易

快速回暖。从区域格局来看，区域内贸易一体化趋势增强，亚洲尤其是中

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持续提升。从贸易形式来看，跨境电商、数字服务

贸易等数字化贸易蓬勃发展。 

（一）疫情冲击下全球贸易“一波三折”，全球供需缺口带动亚太贸

易占比显著提升 

从贸易增长来看，在疫情冲击下，2020 年多国采取社交隔离、经济封

锁等政策影响经济增长，全球经济萎缩 4.3%，发达经济体萎缩 5.6%，发

展中国家萎缩 2.5%[1]。经济活动减少带来全球贸易萎缩，2020 年全球贸

易萎缩 9%。其中，2020 年上半年贸易萎缩 15%，下半年贸易增长开始反

弹，四季度环比增速达到 8%[2]，这主要由于中国、东南亚等地区疫情控

制较好、供应链修复，替代效应带动出口大幅增长，促进全球贸易增速反

弹。2021 年以来，在疫情缓和、全球经济复苏下，需求回升带动国际贸易

较快增速，货物贸易超过疫情暴发前的峰值[3]。由此可见，随着疫情缓和

与经济复苏，全球贸易正持续恢复并超过疫情前水平。 

从区域结构来看，以中国为主导的亚太地区贸易表现突出。2020 年，

亚洲货物出口额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 40.8%（2019 年为 38.9%），超过

欧洲货物出口的全球占比（39.8%），出口份额首次位居第一（图 1）；同时，

2020 年亚太经合组织货物出口占全球的 54.8%，也创下新高。中国作为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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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出口的主要引擎，2020 年全年出口增长 3.62%，出口占全球总出口的份

额达到 14.7%，创历史新高。2021 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保持高增长，占全

球出口的份额为 14.6%[4]；下半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仍

保持较高水平。 

图 1：主要地区货物出口额占全球贸易的比重 

 

资料来源：WTO，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2：中国出口额和累计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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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二）全球化依赖度高的行业备受冲击，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强

化贸易区域化趋势 

近 20 年来，全球贸易区域化不断发展，形成了东亚、欧洲、北美三

大区域性生产网络体系，区域内部贸易依赖度不断提升。截止 2019 年，

东亚-太平洋板块中 55%的对外贸易发生在本区域内，欧洲-中亚板块 65%

的对外贸易发生在本区域内（表 1），可见全球三大生产板块的内部循环在

逐步增强。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展现出其脆弱的一面。

一是亚太、欧洲和北美三大全球生产网络的供应链和生产出现断裂、暂停

和大幅减少，对深度参与全球化分工、产业复杂度高、供应链较长、依赖

全球物流网络的行业影响深远，带来关键产品及零部件供应紧张。比如，

东南亚在全球芯片封装测试市场的占有率约 27%，其中马来西亚的全球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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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就占约 13%，全球约 50 家半导体巨头在马来西亚设立了芯片封装测试

工厂，带动其成为全球半导体产品第 7 大出口国。然而，2021 年 2 季度以

来受疫情反复影响，马来西亚芯片工厂生产线开工不足，加重了全球芯片

短缺。 

二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影响贸易区域化发展进程。短期内

各国对东亚-太平洋地区出口商品的依赖加深，也使更多国家意识到供应链

安全的重要性，更加重视平衡产业链供应链的效率和安全问题。比如，美、

日、法等国提供资金支持本国产业链从其他国家回流，数据显示 2020 年

已有 2%的在华美国企业将部分供应链迁至美国，12%的企业已将产业链

迁至其他地区[5]。可见，疫情以来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带动全球价

值链从垂直一体化分工向区域化分工协作转变。 

表 1：2019 年全球价值链三大中心区域的相互依赖度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三）全球贸易数字化快速发展 

疫情之下，相关封锁措施和贸易中断改变了传统贸易形态，促使企业

加快转向数字化运营，加速了全球贸易数字化发展。一是全球贸易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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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加快，贸易形态更加多样化。疫情促进了互联网、大数据与传统外贸

产业相结合，提高了交易撮合、报关和通关的线上化水平，并通过大数据

分析促进了外贸企业精准营销、定制化设计。同时，传统货物贸易数字化

发展带来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据世贸组织（WTO）

统计，2020 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下降了 5.3%，但全球 B2C 跨境电商贸易

额不降反升，从 2018 年的 6500 亿美元左右增长到 2020 年的约 1 万亿美

元，年均增长约 30%（图 3）。其中，中国在全球跨境电商中处于领先地位，

2020 年贸易额为 2800 亿美元左右，占全球比重达 28%左右。 

图 3：全球 B2C 跨境电商交易额及其增长率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中国银行研究院 

二是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国际分布不均衡。疫情也加速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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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贸易数字化进程，带动远程教育和医疗、线上金融业务、协同办公、社

交媒体等数字服务贸易增长，同时涵盖研发、设计、监测、维修的生产性

外包服务贸易也进一步发展。2020 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高达 31900

多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由 2010 年的 47.3%上升至 2020

年的 52%，2020 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贡

献率高达 98.3%[6]。从结构来看，发达国家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中占据突

出优势，远高于发展中经济体、转型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的全球比重。2019

年，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数字服务出口的全球占比分

别为 76.1%、22.6%和 1.3%（图 4）。 

图 4：2019 年分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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