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涛：中国出口还能有多
少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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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今年全年中国出口市场份额为 15.2%，较上年提高 0.5个百分点。 

二季度中国出口市场份额如期回升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商品出口额占全球商品

出口额的（以下简称出口市场份额）为 14.2%，较去年四季度回落了 1.6

个百分点，为去年二季度以来最低（见图 1）。但笔者在 6月 16日的专栏

文章中指出，由于季节性因素影响，每年一季度都是中国出口市场份额的

年内低点，今年一季度的情形并不意外。同时指出，由于今年初“就地过

年”减轻了春节假期对工业生产的影响，后三个季度中国出口份额的改善

或将弱于往年（详见《人民币持续单边升值对出口影响，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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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世贸组织公布了主要经济体今年二季度的出口额数据，但尚未

公布全球出口数据。由二季度数据看，中国出口额环比增长 14.0%，较 2016

至 2019年二季度环比增速均值低 1.3个百分点（见图 2）。根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7 月底关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先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且全

球经济复苏的断层进一步扩大的最新展望，可合理假设今年二季度前述主

要经济体占全球出口市场份额合计为 60%，略高于 2016 至 2019 年二季

度平均占比 59.6%的水平（今年一季度占比 60.1%，略高于 2016至 2019

年平均占比 59.8%的水平）。这意味着当季全球出口额 5.37万亿美元，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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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7.8%。 

 

今年上半年，预计中国出口市场份额为 14.7%。参考 2016 至 2019

年中国全年出口市场份额平均高出上半年 0.6 个百分点，预计今年全年中

国出口市场份额为 15.2%，较上年提高 0.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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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中国外贸出口继续迎难而上 

国际运费飙升、原材料涨价和人民币升值被称为中国外贸出口面临的

“三座大山”。继年初因疫情防控要求“就地过年”后，6 月份以来疫情

又有所反弹，波及包括广东、江苏、浙江等外贸大省在内的 20 多个省份，

疫情防控措施不得不间歇性收紧，经济社会活动正常化受到干扰。5 至 8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连续 4 个

月环比回落且低于荣枯线（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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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继续表现强劲。5 至 8 月份，美元计值的出

口额分别同比增长 27.8%、32.2%、19.3%和 25.6%；两年复合平均同比

分别增长11.1%、15.1%、12.9%和17.0%。前8个月，累计同比增长33.7%，

两年复合平均增长14.1%，较2019同期增速高出14.1个百分点（见图5）；

即便考虑汇率升值因素后，以人民币计值的出口累计同比增长 23.2%，两

年复合平均增长 11.3%，较 2019同期增速高出 11.2个百分点。此外，7、

8月份平均出口额2885亿美元，较二季度月均出口额增长7.0%，高于2016

至 2019年同期季度环比平均增速 5.4%，表明今年三季度中国外贸出口表

现或好于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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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继续反映了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中国全产业链供应链复工复

产的全球领先优势。特别是因为病毒变异、疫情反复，部分亚洲新兴经济

体被迫重新实施社交隔离措施，当地经济重启受阻（见图 6）。这延长了中

国去年底开始的出口订单转移红利，甚至有些已经转移到印尼、越南、泰

国、印度等国的订单又重新回流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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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每三个月和五个月环比变动看，今年以来，月均人民币汇率

收盘价除年初两三个月涨幅较大外，其他月份涨幅明显收敛，甚至个别月

份涨幅为负，这缓解了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财务冲击。从国际清算银

行编制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看，去年 6月至今年 7月累计升值 3.3%，其中

今年前 7个月升值 1.0%，也表明本轮升值迄今对企业出口竞争力影响有限

（见图 7）。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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