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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韧性强化——贸易结构分化的视角 
 

 

全球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而顺差主要来自于中国、东

盟、俄罗斯以及中东等国家和地区。中国和东盟作为主要的制造国，其贸易

流向主要是欧美等发达国家。自 2018年以来，受贸易摩擦影响，中国出口

贸易结构呈现出对发达国家出口占比降低、对新兴经济体出口占比提升的

特征，中国贸易伙伴多元化发展，新兴市场成为我国出口的新动能。随着

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我国的出口韧性也不断强化。 

2018-2023年间，中国出口金额和贸易顺差分别增长 8923亿美元、4712

亿美元，通过出口金额和顺差量级关系，大致可将中国贸易伙伴分为三类： 

1）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是全球贸易逆差的集散地，是主

要的消费国。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仍以机电产品为主导，占比超 40%，但贸易

摩擦后机电出口金额有所下降；而对轻工消费品的需求有所增长，特别是玩

具出口金额增长明显，纺织原料及制品虽小幅回落，但占比仍在 10%左右。 

2）以东盟、墨西哥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出口金额显著抬升，体现了全

球制造业产能的转移。2018-2023 年间，中国对东盟以及东盟自身两者顺差

增量的量级相当，并且以越南、印尼为例，机电、贱金属及化工等中间品出

口占比和增量较多，体现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互联。 

3）以中东、拉美为代表的资源大国，进出口两旺，出口主要得益于资

源品发展过程中带来的优势，进口则是由于国内消费需求增多。中国对巴

西和阿根廷的出口结构均呈现出高端制造业以及化工相关制品占比较高且

增量较多的特征，反映拉美国家对于上述产品消费的增多，而对于轻工制造

类产品的出口增量较少。 

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呈现多元化和高端化趋势，不仅保持传统制造业领

域的竞争力，而且在高端制造业和技术创新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以机

电、音像及零附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无论是占比还是增量角度都是贡献

最多的分项；化工、塑料橡胶制品等产品的出口增长也显示出中国在相关产

业产品输出能力的提升；而低附加值的商品如纺织原料及制品占比虽位居

前列，但增量排名靠后，同样反映出我国产业升级，向高附加值产业变迁。 

风险提示：全球经济复苏不及预期，贸易保护主义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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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过去的五年中，自中美贸易摩擦伊始，中国的出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加

之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推动了中国贸易格局的变迁。在

这一充满挑战的环境中，中国出口的韧性得到了考验，也促使中国加快了对外贸易多

元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从而塑造了中国出口的新面貌。 

随着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我国的出口韧性也不断强化。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观察

到两个显著的趋势： 

1）出口规模与贸易顺差的变化，显示出不同贸易伙伴的特征不同：在某些经济体

中，中国的出口金额和贸易顺差均呈现出强劲的上升趋势，而在其他一些经济体中，

尽管出口规模增长迅猛，但贸易顺差的增长并不明显； 

2）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也不容忽视：中国正逐步从低端制造业转向以高端制造

业为主导的出口结构，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

也显示了中国品牌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下文将深入探讨中国出口结构的变迁，特别是在复杂多变的贸易环境下，中国的

出口结构如何变迁以适应新的贸易现实。 

图表 1：中国出口结构变迁（2018-2023 年间）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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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出口的新动向：新兴经济体贸易增长 
拆解全球贸易差额来看，逆差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其中美国贸易逆差已

连续三年在一万亿美元以上；而顺差主要来自于中国、东盟、俄罗斯以及中东等国家

和地区。这也意味着，以中国、东盟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是主要的制造国，而最终贸

易流向（消费）主要是欧美等发达国家。 

图表 2：全球货物净出口金额（亿美元）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从中国贸易结构来看，东盟、欧盟、美国长期以来以来都是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

但自 2018年以来，受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结构出现了很明显的拐点，呈现出

对欧美发达经济体出口占比降低、对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出口占比提升的趋势，贸易伙

伴的多元化也可以减轻单一市场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图表 3：我国出口目的地变迁（%）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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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贸易摩擦后我国对欧美出口占比下滑，但这部分份额转向了对东盟等新兴经

济体的出口，我国贸易占全球份额不降反升，维持在全球第一的水平。具体来看，我

国对东盟、俄罗斯、拉美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金额占比持续上升，合计占比从

2018年的 25%左右升至 2024年中的 31%左右，上升近 6个百分点，其中东盟目前已成

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占比超 16%）；而对美欧经济体的出口金额占比则持续下行，

合计占比从 2018 年的 38%左右降至 2024年中的 32%左右，下降近 6个百分点。 

图表 4：中国出口金额分地区占比（%）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在 2018-2023 年间出口金额占比变化方面，中国对东盟出口金额占比提升的最快

（+2.66%），对俄罗斯、拉丁美洲、非洲的出口金额占比也均提升 1%左右；而对美国

出口金额占比下降最多（-4.43%），对欧盟、日本出口金额占比分别下降 1.60%和 1.25%，

对韩国和英国的出口金额占比变化不大。 

图表 5：中国出口金额分地区占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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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口金额方面，受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美国出口金额在 2018-2019 年间下降近

600亿美元至 4187亿美元，与此同时，我国对东盟、欧盟出口金额分别增长 402亿美

元、201亿美元，对墨西哥、俄罗斯、巴西出口金额增长均在 20亿美元左右，整体抵

消了我国对美出口金额的减少，中国出口金额占比仍稳居全球第一。自 2020年以来，

我国对美出口金额持续攀升，在 2022年达到 5818亿美元的高位后，再度回落至 2023

年的 5003亿美元（拜登政府“友岸外包”、供应安全等政策影响）。 

图表 6：中国出口金额分地区（亿美元）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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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出口贸易格局变迁 

近年来，在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紧张以及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下，

全球贸易环境经历了显著的变化，也对我国的贸易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深入

了解中国贸易结构的变化，我们对 2018-2023 年间中国的出口金额、贸易差额的结构

进行拆解，以期找到中国出口增长的驱动力。 

在总量方面，东盟是出口金额增量主要拉动项，东盟、欧盟、韩国对贸易差额增

量贡献较多。具体来看： 

2018-2023年间，中国出口金额增加 8923亿美元，对东盟、欧盟、中东地区、俄

罗斯的出口金额增量靠前，其中对东盟出口增加 2044亿美元，占比 23%； 

2018-2023年间，中国贸易差额增加 4712亿美元，对东盟、欧盟、韩国的贸易顺

差增量均在 830亿美元以上，而对拉丁美洲的贸易逆差增加 328亿美元。 

图表 7：中国 2018-2023 年出口金额变化拆解 

 

图表 8：中国 2018-2023 年贸易差额变化拆解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注：中东地区为沙特、伊朗、阿联酋、土耳其、埃及合计， 

拉丁美洲为巴西、智利、阿根廷合计，下同。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为了更清楚的阐释中国的贸易结构变化、以及我国对不同国家出口的特征，我们

通过中国对各国和各国自身贸易数据变化的数量关系进行比对，大致可将我国的贸易

伙伴分为以下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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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中国出口结构变迁——三大类贸易伙伴（2018-2023 年间）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1）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是全球贸易逆差的集散地，是主要的消费

国。2018-2023 年间，美国自身贸易逆差增加 2028亿美元，逆差的增加主要来源于进

口的增多，而受贸易摩擦的影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仅增加 128亿美元；欧盟贸

易顺差减少 1300 亿美元，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增加 844 亿美元，占期间中国贸易

顺差增量的 18%，对我国出口的支撑较为明显。 

2）以东盟、墨西哥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出口金额显著抬升，体现了全球制造业

产能的转移。2018-2023 年间，中国对东盟以及东盟自身的出口金额、贸易顺差均呈

正增长，具体来看，中国对东盟出口和顺差分别增加 2044亿美元、850 亿美元，而东

盟自身出口和顺差分别增加 3678 亿美元和 789 亿美元，两者顺差增量的量级相当，

伴随着中国部分制造业产业链向东盟转移，东盟顺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中国制造

业转移赋予的增加值。 

2018-2023 年间，中国对墨西哥出口和顺差增量均在 350 亿美元左右，而期间墨

西哥进出口金额增量均在 1400 亿美元以上，进口增量多于出口增量，贸易逆差增加

23亿美元，这主要是由于制造业产业链转移至墨西哥，资本品与中间品进口带来贸易

逆差，而同时消费、投资也拉动墨西哥经济增长。 

3）以中东、拉美为代表的资源大国，进出口两旺，出口主要得益于资源品发展过

程中带来的优势，进口则是由于国内消费需求增多。我国对拉丁美洲主要国家出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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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314亿美元，而贸易逆差增加 328亿美元，表明我国对拉美进口需求强于出口，此

外，拉美自身贸易顺差增加 539亿美元，其出口优势进一步巩固。 

我国对中东地区主要国家出口和顺差分别增加 715亿美元和 467亿美元，而中东

地区主要国家出口增加 2063亿美元，但贸易顺差减少 2251亿美元，主因其国内消费

需求增多，使其在 2018-2023年间进口增加相对较多。 

图表 10：中国及各国出口金额变化（ 2023-

2018，亿美元） 

 

图表 11：中国及各国贸易差额变化（ 2023-

2018，亿美元）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3 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升级 

在贸易伙伴变迁的同时，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我们对 2023年

以及 2018-2023年间中国主要出口商品金额（8个商品类型，HS编码）的结构进行拆

分发现，以机电、音像及零附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无论是占比还是增量角度都是贡

献最多的分项，而低端制造业的代表纺织原料及制品占比虽位居前列，但增量排名靠

后，可见我国制造业结构正向高端制造业倾斜。 

具体来看，2023年中国出口商品中，机电、音像及零附件占比接近 42%，为第一

大出口类别；纺织原料及制品占比近 9%，位居第二；而贱金属及其制品、运输设备、

杂项制品出口占比均在 7%以上，化工、塑料橡胶制品占比均在 5%左右。 

而在 2018-2023年间，中国出口增量最多的同样是机电、音像及零附件，增加 3139

亿美元，占比超 35%；位居第二则是运输设备（车、船、航天器），增量近 1250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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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比近 14%；化工制品、塑料橡胶制品增量均在 600亿美元以上，占比均在 7%左

右。 

图表 12：中国出口商品结构（2023 年） 

 

图表 13：中国出口商品结构（2023-2018 年）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3.1 东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联 

在东盟国家中，我们以越南、印尼为例，中国对越南和印尼的出口结构均呈现出

制造业转移的特征，机电产品是主要的出口商品，并且贱金属及制品、化工、塑料和

橡胶制品这类中间品出口占比和增量也均靠前，体现双方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深度互

联，而轻工消费品出口增量占比相对较少，反应了产业重心的转移。 

具体来看，2023 年中国对越南出口金额为 1376 亿美元，其中机电、音像及零附

件占比接近 44%，为第一大出口类别；纺织原料及制品占比约 13%，位居第二，表明中

国在轻工制造领域仍具备竞争力；而贱金属及其制品出口占比超 10%，化工、塑料橡

胶制品占比均在 5%以上。 

而在 2018-2023 年间，中国对越南出口增量最多的同样是机电、音像及零附件，

增加 286亿美元，占比超 53%；位居第二则是贱金属及其制品，增加 49亿美元，占比

超 9%；此外，化工、塑料橡胶制品出口增量占比均在 7%左右。而对纺织原料及制品、

玩具、家具等轻工制造商品以及运输设备的出口增加较少，增量占比均在 2%-4%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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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中国对越南出口商品结构（2023 年） 

 

图表 15：中国对越南出口商品结构（2023-2018

年）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2023年中国对印尼出口金额为 652亿美元，与制造业产业链相关的产品占比超六

成，其中机电、音像及零附件占比近 39%，贱金属及其制品出口占比超 13%，化工、塑

料及橡胶制品占比均在 6%以上，而轻工类商品占比相对较低，纺织原料及制品、玩具、

家具合计占比 12%。 

而在 2018-2023 年间，中国对印尼出口增量最多的同样是机电、音像及零附件，

增加近 90亿美元，占比超 40%；贱金属及其制品增加 26亿美元，占比约 12%；化工、

塑料橡胶制品出口增量占比分别为 6%和 9%。而我国对印尼纺织原料及制品的出口金

额增量占比仅 1%，远不及其出口金额占比的 8%，可见印尼纺织业对中国的依赖有所

减弱。 

图表 16：中国对印尼出口商品结构（2023 年） 

 

图表 17：中国对印尼出口商品结构（2023-2018

年）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3.2 美国：机电产品主导，轻工消费品增长较多 

2023 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额为 5003 亿美元，出口商品结构以机电产品为主

导，机电、音像及零附件出口金额为 2133 亿美元，占比近 43%；此外，中国对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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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的低端制造业产品占比也仍然可观，纺织制品占比近 10%，家具、玩具占比均在

6%左右。 

在 2018-2023 年间，中国对美出口金额增加 218亿美元。尽管中国对美出口的机

电产品维持在第一大类，但是机电、音像及零附件出口金额减少 89亿美元，家具和运

输设备出口金额也均减少 25亿美元左右。与此同时，玩具出口金额增加 100亿美元，

占比近 46%，是出口增量最多的产品；此外，贱金属及其制品、塑料橡胶制品出口增

量占比均在 15%以上。 

图表 18：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结构（2023 年） 

 

图表 19：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结构（2023-2018

年）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从美国进口角度来看，受贸易摩擦影响，美国对华进口增速以及进口金额占比持

续走低。2018 年以来美国从中国进口增速整体低于美国进口增速，2023 年美国从中

国进口同比增速跌至-20.4%。在进口国分布方面，我国于 2007 年末超越加拿大成为

美国第一大进口国，并于 2017 年末达到 21.6%的峰值，但 2018 年后美国对我国进口

依赖逐渐减弱，2023年降至 13.9%；同时美国对墨西哥、东盟等新兴经济体进口占比

持续抬升，2023年墨西哥进口占比 15.4%，是目前美国第一大进口国，对东盟主要国

家进口占比也提升至 7.7%。  

图表 20：美国进口金额增速（%） 

 

图表 21：美国进口金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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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3.3 拉美：机电、化工制品增量较多 
在拉美国家中，我们以巴西、阿根廷为例，中国对巴西和阿根廷的出口结构均呈

现出高端制造业以及化工相关制品占比较高且增量较多的特征，反映拉美国家对于上

述产品消费的增多，而对于轻工制造类产品的出口增量较少。 

具体来看，2023年，中国对巴西出口金额为 591亿美元，其中机电、音像及零附

件出口金额为 238 亿美元，占比超 40%，为第一大出口类别；化工原料及制品、塑料

及橡胶制品出口金额合计占比约 20%，贱金属及制品和运输设备出口占比均在 9%左右。

而在轻工制造类产品方面，纺织原料及制品占比约 7%，家具、玩具出口占比则均在 2%

左右。 

在 2018-2023 年间，中国对巴西出口金额增加 254亿美元，其中增量最多的同样

是机电、音像及零附件，增加 115 亿美元，占比超 45%；位居第二同样是化工原料及

制品，增加 39 亿美元，占比超 15%；此外，贱金属及其制品、塑料及橡胶制品出口增

量占比分别约 10%和 7%。而对纺织原料及制品、玩具、家具的出口增加较少，增量占

比均在 1-3%区间。 

图表 22：中国对巴西出口商品结构（2023 年） 

 

图表 23：中国对巴西出口商品结构（2023-2018

年）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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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4：中国对阿根廷出口商品结构（2023 年） 

 

图表 25：中国对阿根廷出口商品结构（2023-

2018 年）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3.4 俄罗斯、沙特：高端制造业占比高，运输设备增量较多 
中国对俄罗斯、沙特出口的商品以高端制造业产品为主导，机电产品和运输设

备出口合计占比分别在 60%和 40%左右，且增量显著，而轻工消费品等附加值较低的

产品占比和增量相对较低，整体出口结构逐渐向高附加值产品迁移。 

具体来看，2023 年，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总额为 1110 亿美元，其中机电、音像

及零附件出口金额为 423 亿美元，占比约 38%，为第一大出口类别；运输设备出口金

额 233 亿美元，占比约 21%，位居第二。此外，对于纺织原料及制品、化工制品、塑

料及橡胶制品的出口金额占比均在 6%左右。沙特情况类似，机电和运输设备出口占比

分别约 30%和 11%。 

在 2018-2023 年间，中国对俄罗斯出口金额增加 630亿美元，其中增量最多的同

样是机电、音像及零附件，增加 241 亿美元，占比超 38%；位居第二则是运输设备，

增加 207 亿美元，占比近 33%；此外，塑料及橡胶制品、化工、贱金属及其制品出口

增量占比均在 5-7%区间。而对纺织原料及制品、玩具、家具的出口增加较少，增量占

比均在 1%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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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6：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商品结构（2023 年） 

 

图表 27：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商品结构（2023-

2018 年）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图表 28：中国对沙特出口商品结构（2023 年） 

 

图表 29：中国对沙特出口商品结构（2023-2018

年）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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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出口优势有望延续 

4.1 制造业竞争力强化：新旧动能转换与产业升级 
 

中国出口的增加、贸易结构的变迁离不开高端制造业的崛起和传统产业的升级，

从贸易伙伴和产品种类的特征归纳来看，动力主要来自于新品类、产能转移以及产品

竞争力提升。 

新品类：随着中国制造业不断升级和转型，出口商品结构也逐渐展现出中国制造

新优势，体现在高端制造业（特别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多。从出口增量来看，在

2018-2023 年间，机电产品出口金额增加近 5200 亿美元，占出口金额总增量近六成，

其中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光伏为代表“新三样”，出口增加 1364 亿美元，增量

占比 15%，凭借中国高端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力获得了海外市场的青睐，拓展新产

品市场，创造出口新动能。 

产品竞争力提升：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不仅带来新品类，还通过质量改进、品牌

建设、技术创新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了旧品类的推陈出新，进而提高产品竞争

力，有助于中国在全球市场上获得更大的份额。在 2018-2023 年间，以服装、家具、

家电为代表的“老三样”，出口增加近 1000 亿美元，增量占比 11%，其中主要是家电

贡献较多，也意味着本就有优势的传统出口品类的竞争力仍然处于抬升的过程中。 

图表 30：2023-2018 年中国出口增量拆解 

 

图表 31：2023-2018 年中国出口增量拆解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麦高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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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转移：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一些低附加值的制造

业产能逐渐转移到了成本更低的国家，如中国对东南亚的出口增长就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制造业产能的转移；并且这也使得企业能够更方便地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 

总体来看，在新品类的强劲带动下，中国制造业的高端化、智能化趋势愈发明显；

产品竞争力的持续提升，也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而产能的有序转移，

更是为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未来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以及

全球布局调整的不断深入，中国制造业和产品的优势将更加巩固，为中国出口带来新

的增长点。 

4.2 出口韧性强化：新兴市场拓展、多元化产品与产业链优

势 
美国失业率下行触发“萨姆规则”，引发市场对美国经济“硬着陆”的预期升温，

欧元区制造业和经济景气指数等数据也均指向经济复苏较慢，美欧作为主要的消费国，

经济增速放缓或对需求造成一定影响，但尽管如此，中国出口增速仍有望延续。这主

要源于中国出口向新兴市场的扩张、出口产品多元化，以及在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显著

三大方面： 

1）新兴市场需求韧性强。在前文分析中，我们提到，贸易摩擦以来，对新兴市场

出口的显著抬升是我国出口份额不降反增、维持在全球首位的重要原因。现阶段，虽

然美欧需求有潜在的回落风险，但从高频数据来看，东盟、拉美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需

求韧性较强，为中国出口提供了新的机遇，将对我国出口形成有力支撑。 

2）出口商品多元化发展。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不仅体现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还逐渐扩展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以机电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高附加值

产品的贡献愈发显著，对出口份额有显著的正向拉动效应。目前全球半导体产业周期

正处于上行期间，韩国、台湾半导体出口仍维持高景气，这也意味着以电子产业链出

口高增有望延续。 

3）产业链、供应链竞争优势明显。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占全

球比重约 30%，连续 14年位居全球首位，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据绝对优势，是东南亚等

国短时间内难以超越的水平，并且中国通过区域化合作不断开拓多元化市场（如加入

RCEP）、物流供应链优势持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竞争优势持续巩固，在全球市场的

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风险提示：全球经济复苏不及预期，贸易保护主义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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