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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的出口贸易形势不佳
①

  

 

2016年中国前三个季度的出口贸易数据一如既往的不如人意，继续徘徊在负增长

的区间。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出口增速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1.6%，进口增速下降了

2.3%，而整体贸易增速下降了 1.9%。虽然三季度当季的出口贸易数字好于前两个季度，

但没有改变负增长的局势。整体上看，当前中国出口增长的形势不容乐观，挑战大于

机遇。 

出口增长的形势和特点 

中国出口负增长主要是由对美国、香港和东盟的出口增速下降引起的。2016 年前

三个季度的中国出口数据显示，对美国出口下降 1.9%，对欧盟出口增长 1.8%，对香港

出口下降 1.8%，对东盟的出口下降了 1.9%。美国的出口下降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增长

形势不佳，另外中国低端制造业出口的转移以及美国“重返制造业”的政策也在推波

助澜。香港转口贸易的下降可能主要源于外需不振以及加工贸易的收缩。对东盟出口

增速下降除了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外，低端制造业的转移也可能是另一方面的原因。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是中国出口的主体，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有限，出口

产业升级的趋势不明显。从主要出口产品的数据分析，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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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出口下降 6.2%，手持电话出口下降 1.9%；而劳动力密集型的

纺织及制品出口增长了 2.5%，机电产品的出口下降了 1.8%。不仅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占

出口总额的份额较大，而且增长率还高于高新技术相关产业。显然，中国出口产业升

级的效果并不显著，高端制造业的出口面临着挑战。 

加工贸易萎缩是出口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一般贸易出口增长率为正，说明了中

国出口的效益提高，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在扩张。从贸易增长的类型看，2016 年前三

个季度的一般贸易增长了 0.1%，而进料加工出口下降了 6.5%，来料加工出口下降了

6.7%。“两头在外”且出口效益较低的加工贸易产品出口下降是整体出口负增长的主要

原因，一般贸易出口的增长说明中国自主品牌产品的出口在增长。 

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萎靡一定程度上拖累了中国出口的增长。前三个季度中国

出口的数据显示，中国对巴西和南非的出口大幅下降，同时对东盟的出口也处于负增

长的区间。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债务危机问题突出，侵蚀新兴市场国家财政

的可持续性，也出现了对外贸易大幅下降的趋势，近年出现的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大

幅增长的局面难以为继。 

各项出口贸易促进政策作用的特征明显。前三季度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

口显著增长，对巴基斯坦、俄罗斯、波兰、孟加拉国和印度的出口分别增长了 14.9%、

14%、11.7%、9.6%和 7.8%，整体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约占对外贸

易总额的四分之一。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已经在出口贸易层面显示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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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增长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出口增速下降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传统劳动密

集型产业的转移是出口下滑的主要内部因素，而世界贸易增速的下降以及外需的不振

形成了外在压力。短期内，内外环境都难以有实质性的改变，中国出口低速增长的趋

势将会持续。 

不利于出口增长的因素方面，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出口产业的转移是不可逆转的

趋势，必然带来传统比较优势产品以及加工贸易产品出口的下降。中国劳动密集型产

业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竞争力下降，正在逐步向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

转移。这虽然有利于提升中国出口的质量和效益，但会减慢出口的增长。这个趋势在

短期内不会改变，而高端制造业出口又很难在短时间内提升，决定了中国出口低速增

长将会成为“新常态”。 

高房价带动的商务成本提升也是一个重要的不利因素。今年以来，中国房地产迎

来了新一轮的上涨浪潮，将会推高企业的生产和商务运营成本，并且也间接推高劳动

力成本，同时不利于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高房价对实体制造业的影响整体上弊大于利，

还会扰乱实体制造业的发展积极性。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形势低迷，以及“重返制造业”政策不利于中国出口。

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还没有完全从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恢复，经济低

速增长，为了刺激就业提出了回归制造业的主张，这些因素都不利于中国出口。美国

和欧盟分别是中国的第一和第二大出口市场，美欧需求的不振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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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出口产业升级面临竞争，短期内难有较大的发展。高端制造业是中国未来出口发

展的方向，但发展高端制造需要面对激烈的外部竞争，难以在短时间里成为中国出口

增长的主力。 

有利于出口增长的因素方面，各项贸易促进和便利化措施的红利会逐步显现。近

年以来，政府出台了多项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和调整结构政策，在清理和规范进出口环

节收费、稳定人民币汇率、推进外贸新型商业模式发展、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改善

融资服务、优化进口关税结构、优化出口退税率结构、支持服务贸易发展等方面制定

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政策的积极作用会逐步显现，促进出口贸易。 

深化改革与开放的一系列政策规划和布局将成为出口增长的新动力。中国国内自

由贸易试验区将为对外出口提供便利，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和战略推动贸易自由化并

促进中国的出口，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利于中国与沿途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 

美联储加息和人民币的贬值预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国出口的竞争力，从而有

利于出口。但这一因素的作用是否能够成立有待于观察，也难以在较大程度上有利于

出口。 

综合以上的分析，今年四季度的出口贸易预计会略有好转，主要原因是季节性的

圣诞节和年底采购。但由于内外影响出口贸易的因素没有实质性好转，而且在短时间

内都不会有改观，故而中国出口增长仍然面临较大的挑战，形势不容乐观，2016 全年

的出口贸易预计还会维持在负增长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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