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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from January to November in 2020, and then 
three forecasting scenarios are constructed based on four aspects, includ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e international demand, Sino-US trade fri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VID-19. Under these 
scenarios, a new decomposition and composition methodology is proposed to forecast 2021 China's 
foreign trade, by integrating the econometric model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thods, and the system 
analysis method. In 2021, under the baseline scenario that the COVID-19 pandemic will be under ce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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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进出口形势分析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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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首先分析了 2020年 1—11 月中国进出口的发展态势；其次基于中国经济增长、国际需求、中美经

贸摩擦和国际疫情状况 4 个方面构建了 3 种预测情景；最后在 3 种情景下，基于计量经济模型、人工智能方法

和系统分析方法，提出了分解集成预测模型体系，预测了中国 2021 年进出口增长趋势。在全球疫情得到一定

的控制、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基准情景下，预计 2021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约为 4.9 万亿美

元，同比增长约 5.7%；其中，出口总额约为 2.7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6.2%，进口总额约为 2.2 万亿美元，同

比增长约 4.9%；贸易顺差约为 5 766 亿美元。在乐观情景下，2021 年中国出口和进口增速较基准情景分别上

升 3.0 和 3.3 个百分点；在悲观情景下，2021 年中国出口和进口增速较基准情景分别下降 2.9 和 3.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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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受益于有效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中国对外贸易先抑后扬，同比增速逐季提高，1—

11 月出口额实现了 2.5% 的正增长。2021 年，中国进

出口增长仍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疫苗的应

用有助于全球经济复苏，新出口订单指数有望得到提

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

订将加快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的一体化；另一方面，

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不减，海外疫情持续发

酵，可能给中国贸易增长带来负面影响。本文在回

顾 2020 年中国进出口发展形势的基础上，对 2021 年

进出口进行了预测与展望，并提出了 3 条政策建议。

1 2020
 
年

 
1—11月中国进出口形势回顾与分析

2020 年 1—11 月，按美元计价，中国进出口总额

为 41 734.1①亿美元，同比上升 0.6%。其中，出口总额

为 23 166.5 亿美元，同比上升 2.5%，较 2019 年同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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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扩大 2.7 个百分点；进口总额为 18 567.5 亿美元，同

比下降 1.6%，较 2019 年同期降幅缩小 2.7 个百分点；

贸易顺差 4 599.0 亿美元，较 2019 年同期扩大 861.7 亿

美元（图 1）。

2020 年 1—11 月份，按人民币计价，中国进出

口总额为 290 441.0 亿元，同比上升 1.8%。其中，出

口总额为 16 1291.0 亿元，同比上升 3.7%，较 2019 年

同期增幅下降 0.9 个百分点；进口总额为 129 150.0 亿

元，同比下降 0.5%，较 2019 年同期降幅扩大 0.8 个

百分点；贸易顺差 32 141.0 亿元，较 2019 年同期扩

大 6 346.0 亿元。

（1）2020 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先抑后扬，同比

增速逐季提高。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

出口总额大幅下滑。自 2020 年 3 月以来，中国疫情

得到了有效控制，大批外贸企业复工复产，积压的出

口订单集中释放。2020 年 3 月，中国出口总额同比降

幅收窄至 −6.6%。随着中国的疫情防控转向常态化，

而海外疫情持续发酵，海外生产停摆后造成需求被

动向中国转移和集中，防疫物资类出口大幅上升。

2020 年 4 月，中国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3.4%，环比增

长 8.1%。自 2020 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海外第一波疫

情得到控制并进入常态化阶段，海外需求逐步回升，

工业生产也相应重启，第三季度中国出口总额同比增

长 8.8%。

（2）出口的超预期增长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

出口替代有关。2020 年  4—11 月，中国出口总额

为 18 38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7.6%。中国对美国、欧

盟出口份额的提升主要是对日本和韩国的出口替代；

对东盟出口份额提升主要是对日本的出口替代；对越

南、韩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的替代效应不明显，

更多是与当地经济发展和产业链的转移重组有关。分

商品来看，中国机电类产品、家具、杂项制品、贱金

属及其制品在国际贸易中有较强的比较优势，有望在

疫情后保持出口替代；而塑料及橡胶制品、化工品、

光学及医疗等仪器、运输设备等产品或将是暂时性的

出口替代。例如，受日本、欧盟在疫情期间汽车工业

生产受阻的影响，中国汽车零部件出口呈现暂时性的

替代作用。

（3）受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及发达国家制造业回

流等因素影响，加工贸易进出口占中国外贸比重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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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1 月中国进出口情况（美元计价）
Figure 1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from Jan. 2018 to Nov. 2020 (in US dol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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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比则持续增加。2020 年 1—

11 月，中国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24 968.2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8%。其中，一般贸易出口额为 13 713.1 亿美

元，同比上升 4.6%；一般贸易进口额为 11 255.1 亿美

元，同比下降 1.5%。同期，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

为 9 910.7 亿美元，同比下降 5.7%。其中，加工贸易出

口额为 6 291.5 亿美元，同比下降 6.1%；加工贸易进口

额为 3 619.2 亿美元，同比下降 5.2%。2018 年、2019 年

和 2020 年 1—11 月，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分

别为 6.5%、−9.1% 和 −5.7%。同期，中国一般贸易进出

口同比增速分别为 15.7%、1.0% 和 1.8%，其增速均显

著高于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速。2020 年 1—11 月，中国

加工贸易进出口占外贸比重已下降到 23.8%，一般贸易

进出口占比上升到 59.8%（图 2）。

（4）高新技术产品与机电产品累计出口实现正增

长，纺织品出口大幅增长。2020 年 1—11 月，中国服

装和纺织品出口额分别为 1 235.7 亿美元和 1 416.5 亿美

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10.2% 和 29.6%；机电产品和高

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分别为 13 748.4 亿美元和 6 942.2 亿

美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4.1% 和 4.7%。

（5）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

盟之间的贸易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020 年 1—11 月，

中国前四大贸易伙伴分别是东盟、欧盟、美国和日

本。自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于 2019 年初

开始全面实施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稳步

上升。至 2020 年初，东盟已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

一大贸易伙伴。2020 年 1—11月，中国与东盟的进出

口总额达到 6 095.8 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

例为 14.6%。其中，对东盟出口为 3 406.2 亿美元，占

中国出口额的比例为 14.7%；从东盟进口为 2 689.6 亿

美元，占中国进口额的比例为 14.5%；中国贸易顺差

为 716.6 亿美元，占中国总顺差的比例为 15.6%。分月

度看，同比增长稳步提高，表明中国对东盟的贸易增

长非常坚实。2020 年 11 月 15 日，RCEP 的签订，标

志着中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尤其是

东盟之间的贸易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RCEP 协定实

施后，区域内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数量整体上将达到

90%，并将推出大量贸易便利化措施，客观上将推动

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的进一步增长，这将是 2021 年中

国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值得关注的是，中美经

贸摩擦和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向外转移也是中国与

东盟贸易快速增长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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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0 年至 2020 年 1—11 月中国贸易方式进出口情况（美元计价）
Figure 2    Trade mode of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from Jan. 2010 to Nov. 2020 (in US dol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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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1年中国进出口形势分析与预测 

2.1 2021 年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1）2020 年下半年中国新出口订单指数持续上

升；展望 2021 年，全球经济复苏，中国出口或将延

续增长趋势。根据 2020 年 10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 2021 年世界

经济增速约 5.2%；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速约 3.9%，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 6.0%。最新经济数据

表明，许多经济体在走出“大封锁”后，经济复苏的

步伐快于预期。2020 年 11 月，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PMI）、日本制造业 PMI 和欧元区制造业 PMI 分

别为 57.5、49.0 和 53.8，均保持增长态势。虽然疫情

持续反复，但全球需求继续恢复在方向上较为明确。

同时，中国 PMI 新出口订单指数自 2020 年 5 月以来持

续上升，于 2020 年 11 月达到 51.5，这也预示着中国出

口或将延续增长趋势。

（2）海外疫情的防控进度增加了中国出口的不

确定性。北半球进入秋冬季节，病毒的活性随着气候

调整、气温和气压条件的改变而有所增强，加之病毒

变异，疫情传染风险明显加大，增加了中国出口增长

的不确定性。① 疫情加重直接冲击外部需求。欧美

疫情二次暴发，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医疗资源出现紧

张局面，政府采取的隔离政策，从需求端冲击欧美经

济并增加衰退风险，影响中国外部需求；但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中国防疫物资出口回落速度放缓，甚至或将

出现小幅反弹。② 疫情控制时点存在不确定性。目

前，多个国家新冠肺炎疫苗的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

但是海外疫苗投产，以及海外疫情能够得到基本控制

的时间并不确定。一旦海外疫情得到控制，外需将逐

步平稳，中国出口增速受高基数影响或将出现一定回

落，但仍会保持在较高水平。此外，海外国家或将进

入补库阶段，有望成为支撑中国出口的下一个增长

点。

2.2 进出口预测模型系统
进出口是一个复杂系统，不同经济环境下影响因

素对进出口的预测效果和影响机理并不相同，变量之

间的关系会呈现非线性、时变性、周期性等演化特

征，且单一预测模型可能存在预测精度不稳定和过度

拟合等情况。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借鉴 Wang 等[1,2]

的 TEI@I 方法论，基于多种计量经济模型、人工智能

方法和系统分析方法，提出了进出口的全新分解-集成

预测模型体系（图 3）。预测步骤如下：

（1）将中国进口额与出口额分别分为 2 个建模体

系——总额预测体系和自下而上的预测体系[3]。

（2）在自下而上的预测体系中，针对中国进出

口在国家来源、贸易方式和产品类型的不同特征，将

其细分为三大类，也就是分国别、分贸易方式、分产

品。① 将这三大类的进口和出口贸易额进一步细化，

构建不同的子类型。② 针对子类型的独有特性，基

于机器学习等方法选择其影响因素 [4,5]，分别构建预

测模型，包括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非参数时变系数模

型 [6]、长短期神经网络模型[7]、核极限学习机[8]等，预

测子类型的进出额与出口额，加总后得到相应的出口

额与进口额的预测值。

（3）针对总额预测体系，构建多模型组合预测，

包括时变模型平均[9]、区间模型[10,11]、基于 Radial Basis 

Function（RBF）分位数回归等。

（4）将不同模型/不同体系的预测值进行集成，

综合专家意见与预测修正方法[12]，得到出口额和进口

额的最终预测结果及预测区间。

2.3  进出口预测结果
由于中国进出口受国内外疫情发展、全球经济状

况与国内经济增长态势等因素的影响，本报告分 3 种

情景讨论了 2021 年中国进出口预测。

（1）基准情景下，2021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将

较 2020 年有所增长。该情景假设 2021 年中国国内生

产总值（GDP）增速在 8.5% 左右，世界经济缓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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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中美经贸摩擦维持现状，发达国家疫情在 2022 年

第一季度末得到有效控制。在该情景下，预计 2021 年

中国进出口总额约为  4 . 9 0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约 5.65%。其中，出口总额约为 2.74 万亿美元，同比

增长约 6.22%；进口总额约为 2.16 万亿美元，同比增

长约 4.94%；贸易顺差约为 5 766 亿美元。

（ 2）乐观情景下， 2 0 2 1年中国出口增速为

9.17%，进口增速将达到 8.21%。该情景假设 2021 年中

国 GDP 增速不低于 10%，世界经济复苏较为强劲，中

美经贸摩擦有所缓和，发达国家疫情在 2021 年二季度

末得到有效控制。在该情景下，预计 2021 年中国进出

口总额约为 5.0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8.74%。其中，

出口总额约为 2.82 万亿美元，进口总额约为 2.23 万亿

美元，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增速较基准情景下分别上

升 2.95 和 3.27 个百分点；贸易顺差约为 5 853 亿美元。

（3）悲观情景下，2 0 2 1  年中国出口增速约

为 3.34%，进口增速约为 1.72%。该情景假设 2021 年

中国 GDP 增速在 7%左右，世界经济增速继续下滑，

中美经贸摩擦加剧，中国疫情有所反复，海外疫情

维持现状。在该情景下，预计 2021 年中国进出口总

额约为 4.76 万亿美元，同比上升 2.62%。其中，出

口总额约为 2.67 万亿美元，进口总额约为 2.10 万亿

美元，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增速较基准情景下分别

下降 2.88 和 3.22 个百分点；贸易顺差约为 5 688 亿美

元。

3 政策建议

（1）严控风险，加强对经济大国和地区及新兴

市场国家的贸易、投资政策的监测预警和分析，加快

对外开放步伐。分析相关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并积

极采取应对策略，推动中国贸易的平稳发展。继续完

善出口信用保险等支持政策，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

面。在严控重大风险总原则下进一步加快开放步伐，

促进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技术合作，积极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有条件的企业采取联合、兼

并、重组等方式进一步融入全球供应链。

（2）抓住中国疫苗“领跑”与国内率先全面控

制住疫情的黄金窗口期，持续推动与国际贸易伙伴的

务实合作，创造有利于中国的外部贸易环境。海外疫

情的反复，一定程度增加了中国出口的不确定性。因

此，应继续优化贸易结构，充分调度医疗器械、疫苗

等疫情相关产业的生产积极性，完善出口管制政策，

因国施政，合理增加相关产业的出口。

（3）积极拓展与更多贸易伙伴的深度合作关系，

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和重大风险。应充分认识到

中美经贸摩擦的必然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做好长期

应对的预案，减小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严

重冲击。关注东盟经济发展，积极开拓东盟本土的需

图 3    中国进出口的分解集成预测模型体系示意图（以中国
出口为例）

Figure 3    Framework of decomposition ensemble learning 
approach for forecasting China’s export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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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与市场。积极推进 RCEP 协定的早日生效与实施，

减小区域内自由贸易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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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from January to November in 2020, and then three forecasting 

scenarios are constructed based on four aspects, includ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e international demand, Sino-US trade fri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VID-19. Under these scenarios, a new decomposition and composition methodology is propo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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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cast 2021 China’s foreign trade, by integrating the econometric model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thods, and the system analysis 

method. In 2021, under the baseline scenario that the COVID-19 pandemic will be under certain control, the global economy exhibits 

slow recovery and China’s economy grows steadily, the total exports and imports in 2021 are expected to be around 4.9 trillion US 

dollars with a 5.7 percent growth rate year-on-year. Exports are expected to be around 2.7 trillion US dollars with a 6.2 percent growth 

rate year-on-year, and imports are expected to be around 2.2 trillion US dollars with a 4.9 percent year-on-year growth rate. The trade 

surplus is about 576.6 billion US dollars. Under optimistic scenario in 2021, China’s export and import growth rates are expected to 

increase by 3.0 and 3.3 percentage points relative to the baseline scenario, respectively. Under pessimistic scenario in 2021, China’s 

export and import growth rates are expected to decrease by 2.9 and 3.2 percentage points relative to the baseline scenario,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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