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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对外贸易回暖背后的结构性变化 

 

对外贸易在 17年初明显回暖 

2017 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一改 2015-2016 长期同比负增长的状况，前 3

个月的进出口增长势头明显。2017 年 1 月份，出口同比增长率转正。受春节假

期影响，1-2 月份进口总额激增，而 2 月份的出口总额有所回落。3 月份的进出

口均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一方面出口同比增速高达 12.3%，另一方面进口同

比增速尽管小幅回落，但依然高达 19.6%。外贸市场的回暖一方面有助于中国通

过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对于恢复国内市场信心也十分重要。 

 

图 1  2015-2017 年进出口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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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至 2012年期间，中国对外贸易表现出显著的“大进大出”的现象，进

出口之间的联动性较强、差值较小。然而，2015年至 2017年以来，中国进出口

之间的差距显著拉大。这可能反映了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部分（出口中扣除使

用进口原材料的部分）的增加。 

 

图 2  2000-2017 年月度进出口贸易总额（单位：百亿美元）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外需增强是出口增速回升的主要原因 

2017年初中国出口的回暖主要得益于外需的增强，这主要表现为中国对“东

盟 10+6”成员国、美国、欧盟出口的增加（上述市场解释了中国出口 90%以上的

增长）。 

 

 

图 3   2017 年 3 月按国别分类出口增长贡献率 

注：出口到国家 A对国家 B总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定义为到国家 A的出口增长率与其占

国家 B中出口的比值。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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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对东盟 10+6成员国的出口贡献了中国同期总出口增长的 34.3%，

甚至超过了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助推作用。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

定（RECP）的推进，中国有望在亚太区域贸易规则的制定中发挥重要角色，中

国和东盟 10+6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将更加密切。 

其次，2016年下半年来美国经济复苏明显（例如制造业 PMI和 Sentix投资

信心指数提升），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增加。对美出口对中国总出口增长的贡

献达到 28.8%。 

再次，中国 3月份对欧盟出口同比增加 16.6%。中国对欧盟出口的增加可能

主要来自于贸易促进措施的推进，而非欧盟经济的回暖。一方面，受英国脱欧的

影响，外界对欧盟经济增长的预期为审慎乐观。另一方面，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

势头的影响，未来中国和欧盟贸易往来可能更加密切。同时，“一带一路”国家战

略的推进也将促进中国同部分欧洲国家的经济往来。 

最后，中国和以“金砖国家”的贸易由负转正，但总体贡献度较小。 

根据相关文献的研究，中国以往在亚太产业链中扮演者承上启下的作用——

从东南亚国家进口原材料，组装生产后出口到欧美等发达国家。而目前，中国正

逐步向生产中端零配件，经由东南亚国家加工生产后向欧美出口的模式转变。考

虑到这一点，中国对“东盟 10+6”成员国出口的增加，可能也间接反映了中国在

全球产业链地位的逐步提升。 

出口贸易模式的结构性转变 

除了在贸易总额上的回暖外，中国出口的贸易模式也发生了转变。1993 年

至 2017 年期间，中国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剪刀型”变化关

系。来料加工贸易比重一路下降至 4%左右。进料加工贸易份额先上升后下降，

并在 2006年达到峰值（47.2%）。一般贸易在 1993年至 2006年期间，在经历了

缓慢地下降后，逐渐反弹到 50%以上。这一变化关系反映了中国贸易模式从加工

贸易占据半壁江山向一般贸易主导的转变。由于加工贸易通常需要使用大量的进

口材料。因而，加工贸易的盛行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表现出“大进大出”的现象。

然而，由图 2所示，中国对外贸易中进出口差值的拉大也间接反映了加工贸易地

位的弱化和一般贸易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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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93.01-2017.03 按贸易方式分出口情况（份额）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然而，在增长方面，2015年至 2016年期间，一般贸易的表现好于加工贸易。

这和同期外需疲软，而加工贸易依赖外需的事实相符。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一

般贸易主体地位的凸显使得中国出口在面临外需疲软时表现出了更大的灵活性。

2017 年初，随着外需的回暖，加工贸易率先表现出增长的势头，而一般贸易的

增长则表现出一定的滞后。与此同时，一般贸易增长率的波动较强。这俩方面反

映出由于贸易模式（加工贸易一般先拿到订单再生产）的差异，一般贸易比加工

贸易面临更大的外贸风险。因而，中国未来在制定贸易政策时还应着重考虑贸易

风险对出口的不利影响。 

 

 

图 5   2015-2017 按贸易方式分类出口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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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增长背后的所有制差异 

2015年至 2016年期间，按照贸易额比重来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私营

企业在中国出口中比重分别为 43.6%、42.6%和 10.4%。2015年至 2017年期间，

这一比重分布变动不大。2015年至 2016年期间，受外需影响，外资企业出口萎

靡不振，而私营企业在这一时期的表现略好于外资企业。2017 年初，受外需回

暖影响，外资企业率先表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私营企业增长动力稍显不足。受

假期因素影响，私营企业在 3月份才表现出明显的增长势头。 

 

 

图 6   2015-2017年按所有制分类的出口情况（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小结 

综上所述，2017 年年初中国外贸表现出回暖的迹象。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经

济的复苏和中国同“东盟 10+6 成员国”、欧盟贸易往来关系的进一步加强。特别

地，“东盟 10+6”成员国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甚至超过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贡献度。

随着 RECP 谈判地不断推进，中国与“东盟 10+6”成员国间的贸易合作将成为中

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贸易结构方面，一般贸易逐步占据主体地位。同时，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

仍然是构成中国出口企业的两股重要力量。由于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的作用，过

去中国出口对外贸需求表现出较强的敏感性。随着一般贸易和私营企业比重的提

升，中国出口的灵活性显著增加，并且可能通过创新研发和质量升级等方式来增

加产品竞争优势、降低外需疲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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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报告为非成熟稿件，仅供内部讨论，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报告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 

 

然而，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待外贸回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2017 年

第 1季度，中国 GDP同比增速为 6.9%。尽管中国外贸依存度仍然在 30%以上，

但净出口对 GDP增长的贡献仅为 2.5%。因而，2017年第 1季度中国 GDP的增

长主要来自于消费和投资，外贸回暖的作用较为有限。同时，随着美国经济增长

已经接近潜在增速，同时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成效还不明显，外贸回暖的可持续性

依然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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