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平：下半年我国出口还
有韧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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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外贸超预期增长，进出口规模不断创新高，

出口连续 14 个月实现了同比正增长，是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

要经济体。2021 年 1-7 月，我国进出口增长 35.1%；出口增长 35.2%，

进口增长 34.9%。在全球疫情反复、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持续高位波动的环境下，下半年我国出口是否依然能高歌猛进令人瞩目。 

一、出口超预期增长的动力来自何方？ 

1、出口超预期增长的主导因素是数量还是价格？ 

2020 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全球主要经济体消



 

 - 3 - 

费品价格也呈现攀升趋势。全球 CRB 综合现货指数自 2020 年 7 月 362.83

升至 2021 年 8 月 564.35，涨幅达 35.7%。 

我国出口整体以量取胜，出口数量对出口金额波动的影响程度更大。

根据我国出口商品的价值指数的量价拆分结果来看，出口价值指数和出口

数量指数的波动方向和波动幅度基本一致，但同期出口价格指数却呈现基

本固定态势（图表 1）。2020 年价格因素对出口额增长的贡献率为 35%，

数量因素对出口额增长的贡献率则为 67%。2021 年 1-4 月，价格因素对

出口额增长的贡献率仅为-4%，数量因素对出口额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

104%。 

仅在 2020 年二季度，出口价格因素的贡献率短暂高于数量因素的贡

献率。2020 年 4-6 月，价格因素对出口额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93.9%、

600%和 100%，均高于同期数量因素对出口额增长的贡献率 6.1%、-464.3%

和 0.01%。价格因素贡献率短期内高于数量因素贡献率，这与疫情爆发初

期的全球供需结构特点相关。2020 年二季度海外疫情集中爆发，我国在强

有力疫情管控后快速复工复产，成为全球供应链主要支撑。在全球消费需

求保持，供给弹性扩大（供给曲线斜率接近 90 度）的情况下，出口商品的

价格弹性增强，基本由供给端产能决定，使得我国出口商品具备较强的定

价权。 

在大类商品中，出口数量和价格因素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数量因素

影响程度较大的是纺织品和机电终端品，价格因素影响程度有所加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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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能源类商品和机电中间品。纺织制品的出口金额同比增速和出口数量

同比增速的波动方向和幅度保持一致，但纺织品价格同比增速在考察期内

变化较小，鞋靴出口也同样呈现出数量因素对出口金额的主导拉动作用。

2021 年 1-6 月，鞋靴出口额平均同比增速 73.2%，出口数量平均同比增

速 59.6%，但出口价格同比增速仅为 8.2%。钢材和成品油的出口中受到价

格因素影响的程度有所增加，原因是资源和能源类商品价格波动主要受国

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机电类的终端品和中间品因价值链地位不同，价格

因素的影响程度具有异质性，最终制成品（比如汽车及底盘）以出口数量

因素影响为主（图表 2），但中间品（比如集成电路）的出口价格因素影响

程度有所加强（图表 3），这与全球芯片短缺，中间品同时受上游原材料价

格和下游产成品定价的双重影响有关。 

2、贸易蛋糕是做大还是被重新分割？ 

在全球经济复苏 2020 年三季度开始，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出口金额有

所回升但边际增长缓慢（图表 4）。2020 年中国出口份额为 14.7%，欧盟

出口份额为 24.9%，但 2021 年一季度中国出口份额回落至 12%，欧盟出

口份额扩大至 25.2%，全球出口份额的地区结构具有一定程度的此消彼长

关系。 

我国 2020 年下半年及 2021 年上半年的出口同比增速显著高于全球

出口的同比增速，我国对部分经济体产生了出口替代。2020 年三、四季度

及 2021年 1-5月期间，我国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 8.4%、6.63%和 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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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高于同期的全球出口同比增速-2.50%、5.0%和 30.07%。在一定程度上，

中欧贸易双向增长促使我国与欧盟出口份额替代格局的形成。疫情爆发以

来，我国出口份额和欧盟出口份额呈现负相关（图表 5），原因是中欧主要

贸易品存在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密切关联性。2020 年 1-8 月，欧盟从我国进

口大量防疫物资，呼吸机占总进口的 62%，同期我国呼吸机核心部件和中

间品的 80%来自欧洲进口。疫情爆发以来我国出口增速与主要东盟经济体

出口增速呈负相关，也体现一定程度的出口替代。2020 年，我国纺织品出

口同比增长 30.4%，而越南同期纺织和服装出口同比下降 9.8%，中越服装

和纺织品的出口形成鲜明对比。 

综上可见，我国出口的超预期增长既得益于全球贸易蛋糕做大，也得

益于贸易蛋糕被重新分割。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出口边际增长放缓的情况下，

我国对欧盟和东盟的出口替代作用增强。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出口贸易份额

布局有所调整，我国出口贸易替代效应强于全球整体的出口扩张程度，贸

易蛋糕被重新分割是我国出口超预期增长的主要原因。 

3、是何因素支撑我国获得贸易蛋糕的更大份额？ 

我国出口超预期增长主因是海外供需错配和国内供给有效保障。一是

海外市场的供给能力受限，供需错配支撑我国出口韧性。美欧产能利用率

在疫情爆发期内呈现大幅下滑趋势，越南、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在疫情期

间失业率高企使得产能大幅下降，海外供给严重萎缩。但各国在宏观政策

的强力刺激下，消费端需求回调后大幅增长远超疫情前水平，美国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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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零售 2020 年二季度末开始大幅上涨，美国零售同比增速提高了 22 个百

分点，个人消费支出涨幅达 8.8%。二是我国全产业链优势有力地保障了出

口供给。在世界 500 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拥有 220 多种位居世界第

一，是全球唯一拥有全产业链国家，具有强大的制造业产品供给能力。同

样重要的是，疫情爆发后，我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控制了疫情传播，

工业生产快速恢复，为供给能力的发挥提供了重要基础。三是外需的结构

性变化推动出口商品结构转变，在 2020 年 2-3 季度，以国际防疫物资需

求为主拉动出口；在 2020 年 4 季度，以国际终端消费品需求为主拉动出

口；2020 年末至今，以机电产品为代表的中间品和资本品需求为主拉动出

口。在我国健全强大的供给体系支撑下，国际需求结构变化轮番推动我国

出口大幅增长。 

二、下半年影响出口的供需因素会发生哪些变化？ 

1、外需增长可能放缓，不稳定因素增多 

受到欧美财富效应和补库存周期的拉动，下半年外需依然会有一定幅

度增长。美国股市与居民消费互为显著因果关系，美股繁荣将支撑美国消

费需求。5 月末美国股票总市值 63.6 万亿美元，相比 2020 年 3 月增加了

76%，当前美国处于新一轮库存周期起点，尤其耐用品进入补库存周期。

我国对欧盟的机电类及音响设备出口的占比高达 43.7%。以机电产品和纺

织品为主的耐用品消费需求增长将有助于拉动我国对欧美的出口。 

房地产相关商品和新能源汽车可能拉动下半年对欧美出口。欧美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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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市场均处于上行周期，欧盟区房价 2021 年一季度同比增长 6.1%，创历

史新高。加拿大 6 月新屋房价同比大涨 11.9%，创 2011 年以来最高涨幅。

美国 6 月营建支出同比增长 6.6%，为近 3 年最高水平。欧美当地的房地产

相关消费品生产供给不足，作为拥有传统竞争优势的中国商品则具备较强

的出口竞争力，地产相关商品未来一段时间将迎来出口扩张期。2021 年

1-5 月，地产相关的家具及其零部件、灯具照明商品的出口同比增速分别

为 64.9%和 66.33%，明显高于我国整体出口同比增速。全球的“缺芯”

困境将利好我国新能源车出口。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出口仍将

助推汽车底盘类商品的出口增速。中国品牌车企业在国内新能源市场占据

主导地位后瞄准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2021 年 4 月新能源汽车出口交货值

同比增速为 130.52%，创 2020 年 5 月以来新高。1-6 月新能源乘用车累

计出口 8.2 万辆，同比增长 342%。 

下半年我国对东盟和印度出口有望维持较高增速。一是东盟和印度疫

情波动会对我国传统消费类商品带来需求。2020 年初东盟已超过欧盟，成

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全年对东盟出口占我国出口额的 14.7%。2021

年 1-6 月，我国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出口至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平

均同比增速分别为 72.36%、126.68%和 75.79%，均大幅高于去年同期水

平，下半年这类需求仍会增长。我国对印度的出口增速明显加快。2021 年

4-6 月，中国出口印度的同比增速高达 143.83%、114.06%和 44.28%，

居于同期中国出口地区的同比增速之首。在印度从我国进口商品中，劳动

密集型商品（头饰及其零件、伞具、皮革、纺织面料、家具等）进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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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70%，下半年印度疫情发展仍可能对我国相关产品产生较大需求。二是

东盟和我国在机电产品领域的产业内贸易仍将持续，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有

望提升。越南虽然现有“全球制造第二强国”称号，但其机电品生产制造

需从我国进口上游中间品。2020年越南自我国进口的中间品占比高达 60%，

我国是越南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供应商。如果东盟疫情得到控制，制

造业逐步恢复后，对我国机电类中间品的需求也将回暖提升。 

下半年外需增长可能放缓，并存在不稳定因素。二季度欧美等主要经

济体的需求和景气度呈现筑顶迹象。美欧日的制造业 PMI 指数自 2020 年

5月大幅飙升后于 2021年 6月达到高点，开始显现触顶下滑态势（图表 6）。

欧美的零售及食品服务销售总额同比增速于今年 4 月急转直下。下半年欧

美整体需求增长可能有所减弱。全球经济放缓的复苏态势对出口增长产生

不确定性。2021 年二季度可能是疫情爆发后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阶段性高

点。根据历史经验，贸易的增长（或降低）幅度大约为 GDP 增长（或降低）

幅度的 1-2 倍。如果三季度世界经济复苏放缓，我国出口高增速能否继续

保持就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2、供给端存在多重扰动因素 

当前我国供给端正在受到多重因素的扰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出口

供给能力。一是东盟各国生产恢复可能会对我国出口产生替代效应。2020

年，在全球纺织品贸易衰减 20%的情况下，越南纺织品出口额仍处于世界

第二。我国机电类产品出口占比达 59.6%，越南机电类产品出口占比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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