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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我国产业链的 

影响分析及相关建议＊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形势不断发酵，全球经

济面临较大衰退风险，对我国产业链也带来了较大影

响。从宏观层面看，疫情将从需求端、供给端对我国产

业链造成多维度冲击；从行业层面看，出口依存度高、

加工贸易占比高的行业受疫情的影响程度更为明显；从

企业层面，生产、需求、现金流、运输等环节均存在严

峻挑战。此外，疫情一定程度上将加快我国产业链转移

速度，尤其是纺织服装、木材家具、通信设备、计算机

和其他电子设备等行业容易受产业转移的冲击。在此过

程中，需要高度关注我国产业升级情况与经济结构调整

速度。 

相关建议：一是推进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增强我

国产业链稳定性与安全性；二是充分激发内需市场活

力，增强我国经济应对外部挑战能力；三是推动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维护我国完整产业链条优势；四是加强东

西部合作，优先推动我国跨区域产业梯度转移和承接；

五是加强金融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力度；六是综合施策改

善外贸企业的经营生态环境。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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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我国产业链的影响分析及相关建议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形势不断发酵，全球经济面临较大衰退风险，对我国

产业链也带来了较大影响。从宏观层面看，疫情将从需求端、供给端对我国产业链造

成多维度冲击；从行业层面看，出口依存度高、加工贸易占比高的行业受疫情的影响

程度更为明显；从企业层面，生产、需求、现金流、运输等环节均存在严峻挑战。此

外，疫情一定程度上将加快我国产业链转移速度，尤其是纺织服装、木材家具、通信

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等行业容易受产业转移的冲击。在此过程中，需要高度

关注我国产业升级情况与经济结构调整速度。 

相关建议：一是推进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增强我国产业链稳定性与安全性；二

是充分激发内需市场活力，增强我国经济应对外部挑战能力；三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维护我国完整产业链条优势；四是加强东西部合作，优先推动我国跨区域产业

梯度转移和承接；五是加强金融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力度；六是综合施策改善外贸企业

的经营生态环境。 

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形势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形势来看，疫情已从起初的事件冲击演变成动态传导。分

阶段来看，2019年底至 2020年 3月，疫情主要在中国境内暴发、传播，中国成为“第

一波疫情地区”；从 3 月中旬开始，中国境外的全球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相继超

过中国境内，欧洲、美国等地成为“第二波疫情地区”，并逐渐进入平台期；从 4 月

开始，土耳其、俄罗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疫情形势恶化，逐渐成为“第三波疫情地

区”。关于未来疫情全球发展的时间趋势预测，各机构组织和专家的观点差异较大。

2020 年 5 月 14 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新冠病毒可能成为长期问题，很难预测何时

可以战胜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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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全球疫情各阶段涉及的主要国家经济占比与人口情况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联合国，中国银行研究院 

在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各国防控措施升级导致经济暂停、贸易萎缩，对

制造业、服务业、居民信心、社会治理等造成全方位冲击，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

OECD、 IMF 等国际组织已经先后下调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当前中国境内疫情

防控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已进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新阶段。中国产业链在经

历境内疫情的“一次冲击”后，正遭受境外疫情的“二次冲击”。 

图 2：主要机构对 2020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中国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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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疫情对我国产业链的影响将是多维度、多方面的 

（一）宏观层面：疫情将从需求端、供给端对我国产业链造成多维度冲击 

从需求端看，疫情导致外需走弱将拖累我国出口表现。我国工业生产活动同时服

务于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疫情全球持续蔓延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上升，海外市

场萎缩将对我国较多行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尤其是服务于海外市场占比较大的行业。

我国境内疫情的负面影响已经在一季度的进出口数据中有所表现。2020 年一季度，我

国进出口总额（以美元计价）同比下降 8.4%，其中出口降幅达 13.3%，对主要贸易伙

伴出口均明显下降（对美国、日本、欧盟的出口分别下降 25.2%、16%和 16%，对东盟

出口增速也降至 0.4%）。再进一步考虑到后续全球疫情影响，预计 2020 年全年我国

出口将面临巨大压力。 

图 3：中国出口金额增速与全球货物出口增速线性拟合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中国银行研究院 

从定量测算来看，中国出口增速与全球经济增速、全球货物出口增速的走势均呈

高度的一致性。此处，我们用中国出口金额增速与全球货物出口增速进行线性拟合1。

                                                                 
1 根据2006至2019年数据，中国出口金额增速与全球货物出口增速相关性达0.986。二者的一阶线性拟合表达式为：

Y=0.986X+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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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最新预测，在乐观情形下，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将下滑 13%；

在悲观情形下，将下滑 32%。因此，可估算出 2020 年全年中国出口金额增速在乐观、

悲观情形下将分别为-12.82%和-26.89%。 

图 4：中国出口金额增速与全球货物出口增速走势变化与预测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WTO，中国银行研究院 

从供给端看，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受损或中断，将影响中国工业生产的上下游供

给。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供应链上举足轻重的主导国家。在垂直化专业分工体系中，

我国最终产品生产与出口需要依赖全球零部件进口。在疫情影响下大量国家生产放缓

甚至停摆，导致核心零部件和生产资料短缺，全球供应链缩短或部分断裂的风险显著

上升，中国工业生产也将面临零部件断供、生产中断等多重压力。在我国货物出口结

构中，加工贸易出口一直以来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出口总值和出口增加

值中比重较高（2010-2018 年，加工贸易占我国货物出口总值的比重平均值为

38.27%）。加工贸易出口品所需的部分原材料和设备需要依靠进口，这部分出口会受

外需疲弱和全球产业链受损的双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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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近年来中国出口总值与出口增加值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商务部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数据库，中国银

行研究院 

（二）行业层面：出口依存度高、加工贸易占比高的行业受疫情的影响程度更为

明显 

一方面，根据不同行业的出口依存度不同，其受外需下滑的影响程度将出现明显

差异。一般情况下，出口依存度越高的行业受到的影响越大。此处，我们用出口依存

度=行业出口/行业总产出来进行测算，发现我国出口依存度较高的行业分别为通信设

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46.43%），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36.23%），

仪器仪表（32.28%），电气机械和器材（21.45%）等行业。相应地，在疫情导致全球

需求疲弱背景下，这些行业受到的负面冲击将更大。进一步区分相关产品附加值高低

和需求弹性大小，以纺织服装、家具等终端消费品为代表的产品附加值低、需求弹性

大，在疫情导致需求下降背景下，受到的影响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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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不同行业的出口依存度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中国银行研究院 

另一方面，根据不同行业中加工贸易占比情况的不同，受疫情冲击的程度也不同。

近年来，我国整体出口结构中加工贸易占比逐渐降低，从 1999年的高点 57%降至 2019

年的 29%。但具体到不同行业，加工贸易占比差异较大。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和

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造纸印刷和文体教育用品，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和器

材等行业的加工贸易占比仍高于 30%。这些行业生产上下游与全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供应链关系更加紧密，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受损甚至中断，对我国这些产业造成的外

溢影响也更大。进一步区分相关产品生产所需进口原材料或零部件的可替代性，半导

体零部件、车辆及零部件等具有科技含量高、不可替代性强的特点（以半导体行业为

例，根据 IC Insights 数据，中国半导体产业自给率仅 16%左右）。在关键核心技术

仍有待突破背景下，相关行业生产受全球供应链受损导至的负面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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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不同行业的加工贸易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商务部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数据库，中国银行研究院 

综合来看，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有：其一，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

仪器仪表，电气机械和器材等行业已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当中，出口依存度和加

工贸易占比都较高，这类行业供需两端受阻；其二，纺织服装、木材家具、造纸印刷

和文体用品等消费行业出口依存度高，且产品需求弹性大，这类行业需求端受到明显

冲击；其三，交通运输设备、专用设备等行业加工贸易占比高，且产品所需零部件材

料科技含量高、不可替代性强，这类行业供给端受影响较大。 

（三）企业层面：生产、需求、现金流、运输等环节均存在严峻挑战 

 “国内打完上半场，国外继续下半场，外贸企业打全场”。 对于微观外贸企业

而言，疫情的冲击体现生产、需求、现金流、运输等众多环节上。 

其一，生产有待修复。在前期我国境内疫情冲击下，大量企业正常活动被打乱，

需要加快推进企业复产复工，但当前仍面临上下游企业不同步、产业链整体运转效能

下降等问题。 

其二，需求明显受损。疫情期间社会活动减少导致需求萎缩。前期境内疫情冲击

主要是内需受损，后期境外疫情蔓延则未来外需将持续低迷，外贸企业订单情况堪忧。

63.9%

37.7%

37.6%

35.5%

31.3%

24.8%

24.4%

21.4%

15.7%

14.0%

11.2%

11.1%

10.4%

10.0%

8.0%

4.2%
3.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

仪器仪表

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

交通运输设备

电气机械和器材

通用设备

专用设备

化学产品

食品和烟草

其他制造产品

金属制品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

木材加工品和家具

纺织品

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

非金属矿物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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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0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