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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的韧性来源 

2020 年以来，受益于海外疫情持续反复、供应链修复缓慢、海外央行

放水等，出口成为了中国经济中表现最为亮眼的一项。2021 年 10 月出口

累计增长 32.3%，两年平均增长 15.1%，大幅高于其他分项的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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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出口成绩如此亮眼呢？ 

对于出口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其拆分为这么几个角度，一是中国的出

口份额占比；二是全球的总需求情况。 

前者主要考虑的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位和竞争优势；后者主要

的影响因素则是全球的经济修复情况、财政货币刺激力度等。 

在 2020-2021 年，这两项对中国的出口都形成了明显的支撑。 

先来看份额占比。 

在疫情的冲击下，全球大部分国家的生产按下了暂停键。发展中国家

主要是因为疫苗接种率低，疫情的多次反复抑制了当地生产能力的修复。

而且全球化分工模式下，很多发展中国家只承担着生产链中的一部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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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疫情对他们的影响会更加明显。 

但是，中国最先保住的是生产端，受益于政策的严防死守，国内只出

现了几次零星的小规模疫情，对生产影响不大。 

全球分工的模式对中国虽然也会造成影响，但是要知道，中国目前是

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完善的工业产业

一方面使得中国受海外疫情的影响相对较小；另一方面这反而还是一个机

遇期，以前国内企业要和海外厂商一起争夺国内外的市场份额，现在海外

生产跟不上，中国进口替代行业就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 

 

发达国家虽然疫苗接种率会高一些，受疫情的影响会小一些。但是受

此前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后遗症的影响，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居民就业意愿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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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劳动力提前退出等现象。缺乏劳动力成为了制约生产能力修复的主要

因素。这一点我们会在下面进行进一步分析。 

简单来说，就是在全球疫情多次反复的情况下，海外供应链稳定性弱，

修复缓慢。这就使得这些发达国家的进口主要依赖于产业链齐全、生产能

力强的中国。 

可以看到，2020 年以来，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出现了明显的回

升。按照 WTO 的统计口径，2020 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

了 14.7%，相比于 2019 年提高了 1.6 个百分点。 

2021 年我们以中国占 31 个国家（有公布数据）的数据为例，可以看

到 2021 年中国出口的占比依旧明显高于疫情前水平，并且前 8 个月的占

比比 2020 年还提高了 1.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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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一下总需求。 

疫情之后，与中国保生产的做法不一样，海外优先保的是需求端。以

美国为代表的大部分海外国家开启了财政赤字货币化之路。 

以美国为例，美联储印钱买美债，财政拿到钱之后再以财政转移支付

等方式（比如失业救济金、援助贷款等）给居民和企业发放各种福利。 

通过这样的方式，美国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在疫情下维持了韧性，

居民收入不跌反涨，需求十分旺盛。与之对应的是美国财政赤字规模的飙

升和美联储大幅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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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终端消费维持韧性之外，海外生产的缓慢修复还带动了中国中间

品出口的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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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市场担心的一个点是随着疫情影响的逐渐减弱，海外生产修复，

供需缺口收窄，从而对中国出口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是生产修复是一个过程，在修复期其对中间品的需求反而会对中国

出口形成支撑，可能需要生产快修复好了，才会和中国形成一个竞争。 

体现在今年的出口数据上，就是随着海外复产复工的推进，中间品比

如专用设备等的出口出现了明显的回升，成为了出口的重要推动力。 

 

除了从份额占比以及全球需求总量角度看出口之外。我们还可以将出

口拆分为量和价两部分。数量角度和全球需求、市场份额等角度比较一致，

我们就不重复了。这里我们重点来看一下价格对目前出口同比增速维持高

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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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0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