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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 e]  

贸易摩擦对行业的影响 

从出口弹性及垂直专业化角度分析 
 
[Table_Summary]  

本文从贸易结构、出口汇率弹性及垂直专业化的角度分析贸易摩擦对行业的

影响。 

 我国的贸易结构较好地体现了我国的产业转型情况。2000 年以来，我国

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出口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步过渡到技术和资本

密集型产品。从出口结构的变化上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在

不断下降，如纺织服装行业；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成为我国出口的重要产品。总体上看，出口比重较高的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约 30%）、机械制造业（约 17%）、纺织服装制造业（约 10%）

以及化工产品（约 5%）受到贸易摩擦影响大。但是纺织服装行业最早进

行产业转移，受到的冲击更多是来自于其他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

家，产业的应对更多的从产业转移的角度出发。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机械制造业以及化工产品等产品出口约占我国出口总额的 50%，同时属

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受到贸易摩擦冲击更大。此类产业的发展受益于我

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此类产品在国际上仍有

一定的竞争力，但是由于该类产品对外依赖程度较大，在贸易摩擦过程

中，出口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贸易伙伴的角度看，我国出口贸易伙伴的集中度在下降。由主要出口

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出口比重由 2001年的 74%下降至 2018年的 58.4%）

到出口国家开始分散，并向东盟等发展中国家转变。随着“一带一路”

政策的推行，某一国家对我国贸易的影响程度在降低。 

 从出口弹性及出口垂直专业化角度看，此次贸易冲击影响最大的是技术

密集型行业，主要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以及机械制造业。由于技术

密集型行业的价格弹性相对较大，叠加目前垂直专业化的程度相对较高，

此类行业目前对国际需求及国际技术的依赖度相对较高。从出口弹性角

度看，贸易摩擦对机械产品、化工产品以及电气机械及器材产品影响较

大；如果税收完全由我国承担，出口贸易约下降 6%-15%。从垂直专业化

角度看，机械产品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对外依赖程度较高，受影响也更大。

针对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应增加科技投入与加强引导，提高劳动者

素质是主要的应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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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出口结构的变化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变革和新旧动能交替的阶段。改革开放至 2000年初，出口加工型经济模

式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 1981年至 2011年，我国商品贸易中，加工贸易一直居于主要

位置，加工贸易出口总额超过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

从 2012年起，随着我国人力资本的不断上升和技术水平不断进步，产业结构也随之不断调整；出口

方面，一般贸易超过加工贸易，并且出口差额不断增加。 

 

图表 1. 贸易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银国际证券 

 

这一章节，我们主要观察近年的出口结构的变化。出口结构的变化也反映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变

化以及我国产业升级的成果。 

 

1.1 从产品结构看 

按 STIC 分类，在主要产品中，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在不断下降，由 1980 年的 50%下降到 2017 年的

10%上下；纺织服装及原材料等制造业比重也呈现下降趋势，但仍占有一定比重，2017 年比重约有

40%；机械与交通工具类出口比重则呈现上升趋势，由 1980年的 3%上升到 2017年的 46%，成为目前

我国出口的重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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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1980年至 2017年中国出口产品比重（STIC分类） 

 

资料来源：UN Comtrade，中银国际证券 

 

从产业及贸易类型方面来看。在一般贸易中，纺织服装品（包括鞋帽等制品）和机械产品出口比重

相对较高。2017年在一般贸易品中，纺织服装品和机械产品占比分别为 19.2%和 29.7%。纺织服装品

占比呈现下降趋势，由 2006年的 26.1%下降到 2017年的 19.2%；机械产品占比呈现上升趋势，由 2006

年的 18.3%上升到 2017年的 29.7%。在一般贸易结构中，我们看到，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车辆等运输

设备和光学等精密仪器制品的比例虽然呈现上升的趋势，但增速和占比并不高。 

 

图表 3. 一般贸易主要出口商品比重（1）  图表 4. 一般贸易主要出口商品比重（2）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在加工贸易品中，占比最高的机械等制品，从 2006年至 2017年，占加工贸易品的 60%以上。纺织服

装等行业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自 2006年以来已经下降至 10%。我国加工贸易的主要品种已经由纺织

服装等低技术含量产品，转向机械设备等有一定技术要求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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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加工贸易主要出口商品比重（1）  图表 6. 加工贸易主要出口商品比重（2）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从行业内角度分析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比例，可以看出目前加工贸易向仪器仪表制造业、电气机

械及器材制造业、机械制造业等行业转移，这一变化也与我国目前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大趋势相

符合。 

 

图表 7. 2017年各行业加工贸易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银国际证券 

 

低端加工贸易向中高端加工贸易转移，中高端产业资产也在不断进行产业升级。具体看纺织服装、

机械制造业和精密仪器制造业三个行业。纺织服装行业目前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额以及加工

贸易比重均有所下降。纺织服装业加工业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 随着我国技术的发展以及劳动力素

质和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劳动力逐步向其他行业转移，例如机械制造业。机械制造业无论是在出

口总量还是在加工贸易的比重中，目前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目前机械行业加工贸易额相对稳定，

一般贸易额不断上升。精密仪器制造业仍有待发展，出口比重现在相对较小，但一般贸易出口额不

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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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 纺织品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出口额 

 

资料来源：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银国际证券 

 

图表 9. 机械产品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出口额  图表 10. 精密仪器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出口额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1.2 从贸易伙伴结构看 

贸易伙伴的变化也可以从侧面反映我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的变化。2001年，我国刚刚加入 WTO，我

国主要的出口贸易伙伴为发达经济体，这与我国当时以加工贸易为主，经济依赖于出口的发展阶段

有着重要的关系。2001年，我国前十的主要出口经济体分别是美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德国、

荷兰、英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意大利。前十经济体总出口额占我国出口额的 74%。而 2018年，

我国前十主要出口经济体，已不完全是发达经济体。其中，越南和印度分别上升至第 5位和第 7位。

越南和印度两国凭借人力成本优势，吸引了国际资本投资，加工产业也逐步由中国向两国转移。但

两国由于产业链尚不完善，对我国产业链依赖相对较高。从 2001年到 2018年，我国的出口集中度也

在不断下降，对发达国家出口比重由 2001年的 74%下降至 2018年的 58.4%。前二十主要出口国家中，

发展中经济体数量逐步增多。 

美国不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4 年欧盟超过美国成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而我国对越南等发

展中国家的出口比重也不断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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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中国出口前 10名贸易伙伴 (亿美元) 

2001年 2007 年 2018年 

排位 经济体 出口额 比重  排位 经济体 出口额 比重  排位 经济体 出口额 比重 

 世界 26610 100.0   世界 122006 100.0   世界 249423 100.0 

1 美国 5436 20.4  1 美国 23317 19.1  1 美国 47970 19.2 

2 中国香港 4654 17.5  2 中国香港 18444 15.1  2 中国香港 30296 12.1 

3 日本 4494 16.9  3 日本 10206 8.4  3 日本 14724 5.9 

4 韩国 1252 4.7  4 韩国 5643 4.6  4 韩国 10903 4.4 

5 德国 975 3.7  5 德国 4874 4.0  5 越南 8402 3.4 

6 荷兰 728 2.7  6 荷兰 4142 3.4  6 德国 7791 3.1 

7 英国 678 2.5  7 英国 3167 2.6  7 印度 7688 3.1 

8 新加坡 579 2.2  8 新加坡 2995 2.5  8 荷兰 7312 2.9 

9 中国台湾 500 1.9  9 俄罗斯 2853 2.3  9 英国 5699 2.3 

10 意大利 399 1.5  10 印度 2405 2.0  10 新加坡 4982 2.0 

 总计 19695 74.0   总计 78046 64.0   总计 145766 58.4 

资料来源： ITC，中银国际证券 

红色字体为发展中经济体 

 

图表 12. 2004年欧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出口伙伴  图表 13. 中国对越南出口比重不断上升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进口地区包含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出口不同，日本是我国最大的进口国。但与出口相

似的是进口国家的集中度也由 2001年的 70.3%下降至 2018年的 60%。 

 

图表 14.中国进口前 10名贸易伙伴 (亿美元) 

2001年 2007年 2018年 

排位 经济体 进口额 比重  排位 经济体 进口额 比重  排位 经济体 进口额 比重 

 世界 2436 100.0   世界 9561 100.0   世界 21350 100.0 

1 日本 428 17.6  1 日本 1340 14.0  1 韩国 2046 9.6 

2 中国台湾 273 11.2  2 韩国 1038 10.9  2 日本 1804 8.4 

3 美国 262 10.8  3 中国台湾 1010 10.6  3 中国台湾 1773 8.3 

4 韩国 234 9.6  4 中国* 858 9.0  4 美国 1560 7.3 

5 德国 138 5.7  5 美国 695 7.3  5 中国* 1464 6.9 

6 中国香港 94 3.9  6 德国 454 4.7  6 德国 1063 5.0 

7 中国* 88 3.6  7 马来西亚 287 3.0  7 澳大利亚 1051 4.9 

8 俄罗斯 80 3.3  8 澳大利亚 258 2.7  8 巴西 771 3.6 

9 马来西亚 62 2.5  9 菲律宾 231 2.4  9 越南 641 3.0 

10 澳大利亚 54 2.2  10 泰国 227 2.4  10 马来西亚 633 3.0 

 总计 1713 70.3   总计 6397 66.9   总计 12806 60.0 

资料来源： ITC，中银国际证券 

注：*表示再进口，红色字体为发展中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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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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