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涛：国内出口企业竞争
激烈，应从以价取胜转向
以质取胜 

  



 

 - 2 - 

意见领袖丨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面对原材料涨价和汇率升值，提高出口商品价格本应成为企业一个重

要的应对手段。受益于疫情防控好、复工复产早，全球对中国商品进口需

求较旺、依赖较大，理论上应有助于增强中国企业的议价能力。但实际情

况如何呢？本文拟用海关公布的月度对外贸易指数对此进行分析。 

国内企业总体出口定价能力在疫情下半场有所减弱 

根据海关发布的月度进出口价格指数，去年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上升、

进口价格指数下降，贸易条件趋于改善。去年（缺 1 月份数据），出口价格

指数平均为 101.8，进口价格指数为 95.1，贸易条件指数为 107.2，意味

着中国可以用更少的出口换取等额的进口。这巩固了 2019 年中国贸易条

件向好的发展势头。当年，出口价格指数为 103.1，进口价格指数为 101.6，

贸易条件指数为 101.6（见图 1）。 

今年情况却出现反转。前 4 个月，出口价格指数平均为 98.8，进口价

格指数为 103.1，贸易条件指数为 96.1，即中国要用更多的出口才能换取

等额的进口。中国贸易条件重新恶化，其中 4 月份贸易条件指数为 88.6（见

图 1），为 2010 年 7 月以来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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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对外贸易指数中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均以人民币计值。

其中，出口价格指数为离岸价格（FOB，不含国际运费和保费），进口价格

指数为到岸价格（CIF，包含国际运费和保费）。故出口价格指数不能反映

国际运费的影响。 

对海关 HS 二级分类的分析结果显示，本轮出口高增长的景气度仍弱

于正常年份，对中国整体出口价格形成拖累。海关 HS 二级分类的 97 章商

品中，今年前 4 个月，出口较 2019 年同期正增长的有 32 章，占到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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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然较去年有较大改善，但低于正常年景 10 多个百分点（见表 1）。同

期，平均出口价格指数在 100 以上的有 48 章，占 49%；相关商品出口额

合计 1.94 万亿元人民币，占出口总额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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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受益于新冠疫情的中国出口商品，仍在全球“买中国”的情况

下展现了较强的议价能力。 

今年前 4个月，在前述平均出口价格指数为 100以上的 48章商品中，

较 2019 年同期出口额增加贡献率在 1%以上的商品有 11 章，占 23%，相

关商品合计贡献了同期出口增加额的 34%。这些商品大都是受益于抗疫物

资（第 29、30、38、39 和 63 章商品）和订单转移效应（第 72、73、86、

94 和 95 章商品）的出口（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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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出口价格指数下降有可能是由进口成本的下降引起的，还可以从

贸易条件指数的角度来观察。今年前 4 个月，中国 HS 二级分类的 96 章商

品（第 93 章商品缺进口价格指数，无法计算其贸易条件指数）中，平均贸

易条件指数在 100 以上的有 46 章，占到 48%。其中，相对于 2019 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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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出口额增加额贡献率在 1%以上的商品有 11 章，仅占到 24%，但相关商

品合计贡献了出口增加额的 58%。 

表3与表2相关商品重叠的有9章，相差的主要是第85和90章商品。

这两章商品主要是受益于宅经济的电子产品和抗疫物资的医疗器械出口。

今年前 4 个月，其平均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为 97.8 和 98.5，但进口价格指

数分别为 96.5 和 96.3，故从贸易条件来看，中国在此两章商品上仍是趋于

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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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向不同的企业了解出口商品价格变动情况，得出的结论可

能会大相径庭。这也反映了外贸出口行业复苏的内部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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