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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宏观点评 

疫情对中国“制造中心”冲击几何？ 
 

事项： 

进入四季度，随着中国工业出口订单增加，纺织、轮胎等制造业出口明显好转，市场关

注度也较高。但对于出口景气能够维持多久，市场观点出现明显分歧。 

平安观点:  

 内外疫情分化格局下，中国出口恢复早于进口 

国内外疫情发展的显著分化带来了中国进出口贸易走势的明显变化。中国出口同比增速

在 3 月就显著抬升，4 月即回正，6 月至今就一直维持正值，并持续上行；进口同比增

速在 4、5 月分别大幅转负至-14.2%与-16.6%，后显著回升并转正，9 月更是出现两位

数（13.2%）的同比增长。 

在 2018 年 11 月之前，中国进口增速拐点较出口增速有 1-2 个月的领先性；而在 2018

年底之后，进口增速拐点则逐渐滞后于出口增速 1-2 个月。这与 2018 年 11 月之前，中

国经济的“火车头”角色，以及 2018 年 11 月之后中国对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作用趋

弱，以及疫情后中国率先复工有关。 

 此轮回流订单主要来自哪里？ 

综合国别与行业数据看，中国近期出口的抬升是横跨众多领域的，并非仅限于对印度、

印尼等新兴经济体中低端制造业的替代；且从替代程度上看，中国近期出口的上行更多

是对欧盟、日本、英国向美国出口的替代所带来的。这与近几个月来欧洲疫情的飙升也

相对应。至少从数据上来看，中美进出口贸易的“脱钩”并未看到，将供应链迁出中国

也多是“雷声大雨点小”。 

 中国出口景气能够维持多久？ 

中国出口在 2020 年一季度大幅回落后，呈现出明显的“分层递进”效应。率先复苏且

恢复力度最强的就是医疗卫生相关的“第一层次行业”；居家生活领域作为“第二层次行

业”，其出口是第二批复苏的；其他受疫情冲击的行业，即“第三层次行业”之后接过接

力棒，在今年三季度增速持续上行。 

短期看，中国在第一和第二层次行业的出口增速会在年内继续温和下行，但在海外疫情

蔓延的背景下仍能维持正增长，第三层次行业的出口在四季度美欧疫情反弹背景下增速

或将放缓。若 2021 年年中能够实现国际范围疫苗的大规模接种，那么中国出口增速将

在 2021 年上半年触顶，之后逐渐下行，且 2021 年下半年在高基数作用下将会进一步压

制出口同比数据。但是，也需要关注中国营商环境优化与制造业竞争力仍强带来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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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进入四季度，随着中国工业出口订单增加，纺织、轮胎等制造业出口明显好转，市场关注度也较高。

但对于出口景气能够维持多久，市场观点出现明显分歧。 

既有市场人士认为，这是印度及部分东盟国家受疫情冲击产能利用率下挫的短期替代效应，一旦这

些国家的疫情显著缓解，这些订单又会重新流出，意外的“惊喜”只会是短暂的“惊喜”。也有部分

市场观察者认为，近期出口复苏是中国制造业供应链韧性的体现，未来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仍然很强，

“制造中心”地位仍然稳固。 

对此，我们将从出口、产业链两个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二、 内外疫情分化，中国出口恢复早于进口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与海外在短短一个季度内发生了显著的疫情分化。中国经历了 1月-2

月中短暂的疫情上升期后，在严格封锁与协同抗疫之下，中国疫情在 2月下半月开始明显好转，进

入 3月后，疫情基本可控；虽零星有地区出现局部疫情，但均很快得到控制；持续面临的境外输入

病例也得到了有效管控。但是，海外疫情从 1 月下半月出现后，2 月中旬之前尚未大规模爆发，但

在 2月下旬之后就迅速蔓延，单日新增病例数也很快超过国内，并于 3月中旬达到日增万例的状态，

4月初则进入日增十万例的水平，近期单日新增病例数更是达到接近 40万的程度。 

图表1 中国与海外单日新增病例数对比（用对数 LOG10(X)进行平滑处理）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国内外疫情发展的显著分化带来了中国进出口贸易走势的明显变化。2020年 1-2月，国内疫情爆发

后一些国家严格限制与中国之间的人员与物资流动，加上国内在 1月下旬-2月实行严格封锁，导致

年初中国进出口增速均明显下挫，其中出口同比下滑 17.1%，进口同比下滑4.0%。 

(1)

0

1

2

3

4

5

6

0
1
-2

0

0
2
-0

3

0
2
-1

7

0
3
-0

2

0
3
-1

6

0
3
-3

0

0
4
-1

3

0
4
-2

7

0
5
-1

1

0
5
-2

5

0
6
-0

8

0
6
-2

2

0
7
-0

6

0
7
-2

0

0
8
-0

3

0
8
-1

7

0
8
-3

1

0
9
-1

4

0
9
-2

8

1
0
-1

2

中国单日新增病例（含境外输入，数据经常用对数处理）
海外单日新增病例（数据经常用对数处理）



宏观·首席宏评报告 

3 / 10 请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本公司研究报告，如经由未经许可的渠道获得研究报告，请慎重使用并注意阅读研究报告尾页的声明内容。                                                                                                                

但是，随着国内外疫情发展的分化，中国疫情得到控制后，复工复产迅速推进，出口需求也得到一

定程度的恢复；海外疫情则从欧美国家逐渐蔓延至新兴市场，导致众多海外经济体在 3-5 月实行封

锁，生产生活受到极大干扰，这导致了对中国出口的替代性需求有所抬升，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出口

的恢复。同时，中国进口在海外疫情蔓延以及前期国内经济下滑的滞后影响下，在 4-5月大幅下行，

之后随着国内经济企稳与海外疫情阶段缓和逐渐有所回升。疫情错位反映到外贸数据上就是，中国

出口同比增速在 3月就显著抬升，4月即回正，6月至今一直维持正值，并持续上行；进口同比增速

在 4、5月大幅转负至-14.2%与-16.6%，后显著回升并转正，9月更是出现两位数（13.2%）的同比

增长。 

观察 2016年至今的中国进出口同比增速数据，可以发现在 2018年 11月之前，中国进口增速拐点

较出口增速有 1-2 个月的领先性；而在 2018年底之后，进口增速拐点则逐渐滞后于出口增速 1-2

个月。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如下：在 2018年 11月之前，全球经济处于常态，即中国的需求领先全

球的需求，中国经济的“火车头”角色决定了中国的进口（内需）恢复快于出口（外需），这表现为

中国的进口拐点早于出口拐点出现；而在 2018年 11月之后，全球经济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扰动，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火车头”作用趋弱，之前进口拐点早于出口拐点的特征开始趋弱。加上

2018-2019 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率先带来外需大幅下行，之后才对中国经济产生滞后负面冲击，所

以 2019年中国出口增速的拐点开始领先进口增速的拐点出现。而 2020年新冠疫情之下，中国复工

复产的积极推进，叠加疫情之下医疗物资的出口迅速攀升，导致中国出口恢复的拐点在 3月出现，

而进口恢复的拐点在 5月出现。我们认为，不同于此前“先内（需）后外（需）”的逻辑，当前“先

外（需）后内（需）”的逻辑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着作用。 

图表2 中国进口与出口金额月度同比走势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三、 此轮回流订单主要来自哪里？ 

从中国对各洲别出口的月度数据看，中国对北美、欧洲以及非洲的出口同比增速恢复较快，而对亚

洲与拉美的出口同比增速恢复偏慢。由于对非洲出口占中国总出口比重较低，尽管增速回升较快，

但拉动作用有限；所以，主要是北美与欧洲的需求上行带动了中国出口同比增速的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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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国别看，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中国对美国与英国的出口同比增速较快，其中对美出口的月度同

比在 8-9月上行至 20%以上，对英出口增速也回升至 15%以上，其中 7-8月甚至升至 40%左右的水

平；相较而言，中国对欧盟与日本的出口增速并未出现显著改善。 

图表3 对北美、欧洲与亚洲的出口对我国出口拉动率更高（按中国海关口径）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4 中国对美国与英国出口同比增长较快（按中国海关口径）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以美国为例，美国自华进口的同比增速趋于稳定，并未出现明显波动，自亚洲（中国以外）与欧洲

的进口增速波动大于自华进口，但显著小于美国自北美与拉美的进口波动，而美国自非洲的进口增

速波动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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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美国进口整体增速显著为负，分月度看，美国自亚洲（中国以外）、中国、欧

洲、北美进口的月度同比逐月回升；另外，美国自拉美进口的月度同比在 7月达到最大规模的负增

长，8月显著收窄；美国至非洲进口的月度同比虽然在 7月显著好于 6月，但 8月再度转差。 

分国别看，观察美国自各国进口规模占美国总进口规模的比重可以发现，在 2019 年 8 月的美国自

各国进口占比中，仅有中国与印度低于 2018 年 8 月的水平，欧盟、墨西哥、日本、韩国、英国、

越南均有所上行。而在 2020年 8月，除了中国与越南明显较 2019年 8月水平更高之外，仅有墨西

哥微幅上行，其他经济体均显著回落，其中欧盟、日本与英国回落最为明显，而印度与韩国回落程

度偏小。 

图表5 美国自华进口恢复迅速（数据为美国口径：当月同比）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6 美国自中国进口占比明显上行（数据为美国口径）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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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近期出口的好转贡献主要源于对美国、英国的出口，其中对美出口贡

献最大。而美国从欧盟、日本、英国进口减少规模较大，从印度、韩国进口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少，

美国自中国与越南的进口比重则有所增加。另外可以发现，在疫情冲击之前，美国自中国进口的占

比有所下降；而在疫情冲击之后，美国自中国进口的占比再度回升。至少从数据上来看，中美进出

口贸易的“脱钩”并未看到，将供应链迁出中国也多是“雷声大雨点小”。 

分行业看，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最新细分数据公布到 8月，仅有少数细分行业公布 9月数据），中国

在电子、电池、化工化肥、交通设备、家电、机械、陶瓷等领域在 8月的出口不仅在环比上取得了

显著上涨，而且在同比上也获得了较大程度的提升。若仅按 8月环比数据看，除了电子、电池、化

工化肥、交通设备、家电、机械、陶瓷等领域之外，还有半导体、金属制品、药材、纺织原料以及

众多中间品获得了显著的正增长。 

图表7 中国 8月出口同比与环比均显著为正的细分行业一览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8 中国 8月出口环比增速在 5%以上的细分行业一览 

行业  环比  行业  环比  行业  环比  

游戏机 53% 帽类  17% 吸尘器 10% 

染料  46% 手表  16% 阀门  9% 

磷酸二氢铵 40% 摩托车 16% 冰箱  9% 

集装箱 36% 电动摩托车 16% 轴承  8% 

硫酸铵 33% 肥料  15% 纺织原料 8% 

LED显示屏  33% 机床  15% 钨品  7% 

车用发动机 32% 广播设备 15% 卷烟  7% 

烟花  26% 干果坚果 14% 液晶电视机 7% 

平板电脑 22% 锂电池 13% 印刷电路 7% 

制盐  20% 太阳能电池 12% 铝材  6% 

摄像机 19% 蓄电池 12% 微波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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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 19% 电动汽车 12% 化妆品 6% 

压缩机 19% 相机  12% 工具  6% 

化纤  18% 内燃机摩托车 10% 中药材 6% 

纯电动乘用车 18% 乘用车 10% 货车  5% 

洗衣机 17% 液晶监视器 10% 数据处理器 5%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综合国别与行业数据来看，中国近期出口的抬升是横跨众多领域的，并非仅限于对印度、印尼等新

兴经济体中低端制造业的替代；且从替代程度上看，中国近期出口的上行更多是对欧盟、日本、英

国向美国出口的替代所带来的，这与近几个月来欧洲疫情的飙升也相对应。 

 

四、 中国出口景气能够维持多久？ 

若将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按照需求划分，可以将疫情下受刺激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包括 HS：30

药品、34洗涤剂等、90医疗设备及零件等）作为疫情直接带动的产业，我们将其称为“第一层次行

业”；将疫情下间接受刺激增长的居家生活需求（包括 HS：49-67书刊衣帽鞋等、71珠宝首饰、85

电机电气音像设备、92乐器、94家具、95玩具游戏）作为疫情间接带动的产业，我们将其称为“第

二层次行业”；将其他受疫情冲击需求的其他行业综合在一起，称为“第三层次行业”。 

按此划分可以明显发现，中国出口在 2020年一季度大幅回落后，呈现出明显的“分层递进”效应。

率先复苏且恢复力度最强的就是医疗卫生相关的“第一层次行业”，其出口同比增速在二季度一直维

持在 20%以上的高位，虽然在三季度有所下行，但 9月仍处于 14%以上的水平，是此轮出口好转的

第一动力；而作为“第二层次行业”的居家生活领域的出口，虽然其 5月之前表现偏弱，但之后几

个月增速明显上行至 7月的 13.3%，之后虽有回落，但 9月仍达到 9.3%的增速；而其他受疫情冲击

的行业，即“第三层次行业”的增速直到 7月才告别负增长，之后便接过接力棒，在三季度增速持

续上行，并于 9月达到年内最高的 10.2%，超越了“第二层次行业”，直逼“第一层次行业”。 

图表9 二季度以来，中国出口呈现明显的“分层递进”效应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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