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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过去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转型和升级，制造业和出口行业竞争力在

全球范围内继续提升。通过对比近十年的多方数据，从工业和上市公司两

大角度切入，观察中国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主要特点。 

来自工业的观察发现，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和转型升级最集中地发生在

一些技术变革带来弯道超车机会的领域。过去十年，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提

升绝大部分集中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而大概率在 2021

年的某个时候，以新能源汽车技术变革为契机，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制造业

再次实现了弯道超车。此外，中国在光伏等更多领域很可能也正在取得一

定优势。 

来自上市公司的观察发现，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方向主要是

高端制造业和生活型服务业。其中，除验证了前述对制造业方面的结论外，

观察上市公司的数据还发现：一是服务领域转型的特点表现为两大因素的

共同推动：由收入水平提升所带来的需求自然升级，以及技术变革所带来

的供应机会的出现。 二是中国经济转型主要由民营企业引领，因此维持对

民营企业相对有利和宽松的营商环境，中国经济转型才能够相对比较顺利

地继续展开。 

——高善文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安信证券首席

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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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进入长期的经济减速过程。在此背景下，

中国经济面临持续和巨大的转型压力，要从出口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转

向更多依靠内需和消费来驱动，要从相对粗放式的低端制造转向附加值更

高的高端制造。 

我们将对过去十多年的数据进行基本观察，并从两个方向上评估中国

经济转型的基本成效和特点。以两方面的数据样本作为观察对象：一是中

国工业（以制造业为主），主要观察中国工业企业的经济结构转型，特别是

向高端制造转型的基本成果和特点。二是上市公司，以国内所有上市公司

的数据为基础来观察制造和服务等层面经济活动的变化情况。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来自工业的观察 

首先来看中国工业数据体现出的一些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特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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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2021 年的情况来看（图 1），尽管人民币汇率有过一定摆动，但

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总体上维持了相对强劲的升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指数从 100 左右上升到超过 130 的水平，实际有效汇率总体上处在相对明

确的升值通道之中。 

图 1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 

进一步观察中国出口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图 2），比如中国货物出口占

全球货物出口的份额和中国的工业出口交货值占全球货物出口的份额，可

以发现，虽然这些指标在过去十年里有所波动，但是总体都显示出，2021

年中国出口占全球的市场份额要远高于 2010 年时的水平。其中，以工业

交货值为口径，2010 年其所占份额不足 9%，2021 年份额超过 12%。  

图 2 中国出口额、工业出口交货值占全球市场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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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 

结合上述两方面数据，我想表达的是， 2010 年-2020 这十年间，中

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出口行业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提升。一方面，制

造业和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支持人民币汇率保持长期升值趋势；另一方面，

尽管人民币出现升值，但中国仍然维持了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的扩大。 

从行业结构来看，这种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如何实现？可以从细分行业

层面对中国出口情况进行观察，即以工业交货值为基础，观察细分行业出

口交货值占总出口的比重。我们的基本设想是，如果一个行业的出口交货

值占总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作为全球竞争性行业，就可以认定其全球范

围的竞争力在提升。如果该比重下降，就认定中国在这些细分行业上的出

口竞争力相对下降。如此定义指标必然会有一些瑕疵，但是通过对后续数

据的进一步处理，我们认为这些瑕疵不影响总的结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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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数据可比性，我们观察三个节点的数据：2012 年、2015 年、

2019 年。比较三个年份的数据（表 1），可以发现中国在很多细分行业的

出口竞争力相对有所下降，比如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甚至包括以钢铁为主的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以及家具制造业等等；但是在另外一些领域的出口竞争力则

有比较明显的提升，比如机械设备行业、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造业等等。 

表 1 出口交货的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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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 

总结中国过去十年出口结构的变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中国出口竞争

力的提升绝大部分集中在一个行业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这一行业出口份额的提升接近 6 个百分点，远超其它各行业提升份

额相加的总和。用这一方法分解出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在其他的指标

上是否有合理的对照？可以看以下数据。 

根据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提升速度，可以把工业部门分成高中低三个不

同组别（图 3），以红色为代表的出口竞争力提升较快的高增长组，其工业

增速显著快于其他组别，这种趋势在2013年之前还不显，但是在2014年、

2015 年以后非常明显。资本开支（图 4）的增长模式与之相似，2015 年

以后，也就是在 10 年区间中的后 5 年，相对竞争力提升比较快的组别，其

资本开支占整个工业资本开支的比重也出现非常快速的提升。2020 年，高

增长组资本开支占比已经超过 50%，最高达到过 55%的水平，而其他两个

组别的占比相对呈下降趋势。  

图 3 出口交货值分类下的工业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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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 

图 4 出口交货值分类下的资本开支占比（%）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 

除此之外，还可以使用包括盈利能力等很多指标进行观察，而所有观

察结果都指向一个结论，即依据出口竞争力对工业进行分类后，会显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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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3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