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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美国、日本、德国制造业国际
竞争优势比较研究及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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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强化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文章综合运用国际市场占

有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指数和价格指数等指标，深入分析2005—2020年主要国家制造业竞争

优势演变态势及其主要来源。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始终保持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部分资本与技

术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强化；德国、日本、美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始终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优

势，但部分产业竞争优势出现下降趋势；中国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

产业国际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产品价格优势，德国、日本、美国主要来源于产品技术优势。文章提出4点政

策建议，包括：推动以提高产业基础能力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提升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现代化水

平；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着力提升制造业国际合作和跨国经营水平。

关键词 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演变态势，政策建议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20829003

CSTR 32128.14.CASbulletin.20220829003

制造业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当今世界正处于

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剧烈调整的历史时期，全球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中美经贸博弈加剧、新冠感染全球持

续流行、地区冲突加剧等因素不断冲击国际产业链和

供应链的安全稳定，给制造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新

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促进制造业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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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智能化、高端化、服务化方向转型升级；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倒逼制造业加速绿色低碳化转型，为

制造业发展带来重要机遇，同时也对制造业发展提出

更高要求。党的二十大站在历史发展新起点上提出，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

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

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

字中国”，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中国正处在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的关键时

期，准确把握中国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业强国

的国际竞争优劣势及发展态势，对合理制定制造产业

转型升级政策、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

的意义。

1 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研究现状

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一国的某一产业能够比其

他国家的产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综

合素质[1]。产业竞争优势是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内涵。

早在1990年，Porter[2]就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构

建了“钻石模型”，将各国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的来源

归纳为 6 个方面——“生产要素状况”“市场需求状

况”“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对手”“相关产业和辅助

产业”“政府”“机遇”，这为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研究

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此后，产业竞争优势成为学术

界和政策界关注的重点，相关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

近年来，学者们围绕产业竞争优势的测度和国际

比较开展了广泛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

（1）利用单一指标对产业国际竞争优势进行测度

和国际比较分析。例如，陈新和杨成玉[3]运用显示性

比较优势指数（RCA）对中欧 18 个国家 28 个产业国

际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与欧洲国家产业互

补性大于竞争性。虽然单一指标具有国际数据可得性

强、数据分析操作简便等优点，但是也存在测度结果

过于片面、对政策实践指导意义不强等诸多不足，因

而使用的仍相对较少。

（2）综合利用多个指标对产业国际竞争优势进行

测度和国际比较分析。例如，陈立敏等[4]利用生产率、

市场份额和利润率指标对中国和美国制造业竞争力进

行分析，发现产业环境因素对竞争力影响显著，美国

较中国更成熟的发展环境使得其生产效率能够有效转

化为市场占有率和利润；金碚等[5]运用RCA指数和出

口产品密度对中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和潜在比较优

势产业进行分析，发现中国高、中、低技术含量的工

业制成品国际竞争力呈U型分布，且出口优势产品与

潜力产品之间的距离较近；郭京京等[6]综合运用显示

性比较优势指数 （RCA）、国际市场占有率 （MS）、

贸易竞争指数（TCI）和价格指数（PI）分析了 2000

—2015年中国产业竞争力演变态势，发现中国制造业

仍处于全球价值链附加值中低端环节。综合利用多个

指数能够从多个角度更加全面地测度产业竞争优势，

因而被广泛采用。

（3）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产业国际竞争优势进行

测度和评价。例如，穆荣平[7]从竞争实力、竞争潜力、

竞争环境和竞争态势 4个维度构建了高技术产业国际

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发现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

和电子计算机制造尚未形成能够与发达国家相关产业

竞争的国际竞争力。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现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发

展研究所课题组[8]从竞争实力、竞争潜力、竞争能力、

竞争环境 4个维度构建了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

系，并对我国制造业产业国际竞争力开展了实证分

析。张领先等[9]从生物资源条件、人才竞争力、生物

安全监督管理、资本竞争力、技术创新能力、政府支

持力度 6个维度构建了生物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

体系；研究发现，中国在生物资源条件和生物安全监

督管理方面有较强优势，而在技术创新能力、政府支

持力度和资本竞争力方面相对较差。采用指标体系的

方法能够全面测度产业国际竞争优势，具有较强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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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实践指导意义，但是也存在国际数据可得性较差等

限制。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通过单一指标分析、多指标

分析、指标体系构建等对产业国际竞争优势开展了广

泛研究。但是，尚没有系统提出产业国际竞争优势比

较分析框架，且缺乏对产业竞争优势来源的深入探

讨，难以明确未来产业竞争优势提升方向，无法有效

支撑相关政策制定。本文在综合已有研究基础上构建

产业国际竞争优势比较分析框架，聚焦制造业细分产

业，综合采用RCA、MS、TCI、PI等指数比较分析中

国、美国、日本、德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探讨各国制

造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为增强我国制造业竞争优

势，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有效政策建议。

2 研究设计

2.1 分析框架

产业竞争优势是将潜在优势（或不利条件）转化

为市场优势的综合能力的作用结果，其直接体现是市

场化能力。本文在借鉴穆荣平[7]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

力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从产业和重点产品 2个层面综

合考察产业市场化能力。其中，产业层面综合考察市

场份额和进出口情况，通过国际市场占有率（MS）、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贸易竞争指数（TCI）

等进行表征；产品层面通过进出口产品价格水平探讨

其竞争优势来源，通过重点产品价格指数（PI）进行

表征。由此，构建了产业竞争优势国际比较分析框架

（图1）。其中RCA、MS、TCI、PI等指数具体计算公

式详见文后附录1。

2.2 数据来源

本文将国民经济制造业产业分类与进出口商品分

类号进行精确匹配（文后附表1）。依据联合国商品贸

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中的《商品名

称和编码协调制度》（HS1996） 4位编码产品目录，收

集整理 2005—2020年中国、德国、日本、美国 4个国

家制造业30个细分产业相关产品的进出口数据，分析

4个国家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演变态势，揭示竞争优

势主要来源。

3 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比较分析

依据产业竞争优势国际比较分析框架，本文对中

国、美国、日本和德国制造业 30 个细分行业的 MS、

RCA、TCI进行了计算和比较，并对 4国制造业 2005

—2020年始终保持突出表现的细分行业进行了重点分

析。选取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作

为重点行业对细分产品的PI进行计算，分析 4国上述

产业的竞争优势来源。

3.1 国际市场占有率分析

2005—2020 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市场占

有率保持领先，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市场占有率快

速提升；美国、日本、德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国

际市场占有率保持领先，但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2020 年，中国纺织业，家具制造业，皮革、毛

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等劳

动 密 集 型 产 业 MS 分 别 达 到 48.50%， 35.31%，

33.72%，33.43%，其中纺织业和家具制造业分别比

2005年增长28.55和19.05个百分点；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产业竞争优势

国
际
市
场
占
有
率
︵M

S

︶

显
示
性
比
较
优
势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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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贸
易
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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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数
︵TC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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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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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数
︵P

I

︶

图 1 产业竞争优势国际比较分析框架

Figure 1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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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制造业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 MS 分别达到

27.33%，26.24%、25.99%，相比 2005 年增长均超过

10 个百分点（文后附表 2）。美国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仪器

仪表制造业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 MS 分别为

31.53%、11.67%、11.00%、10.53%，除废弃资源综合

利用业外均呈现较快下降态势。日本汽车制造业、仪

器仪表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

产业 MS 分别为 9.92%、8.23%、7.72%，呈现出较快

的下降态势。德国汽车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专用设

备制造业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MS分别为17.10%、

14.28%、13.63%，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态势。值得

一提的是，随着制造业服务化趋势逐渐凸显，商品服

务贸易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

2011—2019 年，在商品服务贸易方面，中国、美国、

日本和德国有较快增长，贸易额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2.60%、5.80%、4.33%和 12.30%。商品服务贸易占服

务贸易比重方面，美国、日本和德国均有明显的提

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66%、0.97%和9.94%，中国

则出现了下滑态势（图2）。

3.2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2005—2020 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

上具有强大比较优势，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一

定比较优势，但出现下降趋势；美国、日本、德国在

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较强比较优势，但部分产

业出现下降趋势。

2020 年，中国纺织业，家具制造业，皮革、毛

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等劳

动密集型产业的RCA分别为 3.19，2.32，2.21，2.20，

具有极强的比较优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通用

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

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 RCA 分别为 1.79，1.72，

1.71，虽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是通用设备制造

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RCA相比

2005年出现下降趋势（文后附表3）。美国废弃资源综

合利用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 RCA 分别为 3.75、1.39、

1.31，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但除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业外的产业RCA均呈下降趋势。与之相比，日本汽车

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等资本与

技术密集型产业的 RCA 分别为 2.63、2.18、2.05，具

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且均呈增长趋势。德国汽车制造

业、医药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资本与技术密集

型产业的 RCA 分别为 2.10、1.75、1.67，具有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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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1—2019 年中国、美国、日本、德国商品服务贸易额和占服务贸易比重

Figure 2　Total goods-related services and percentage of total trade in services of China,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Germany 

from 2011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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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且汽车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的RCA呈增长

趋势。事实上，从自主品牌来看，2020 年世界品牌

500强中，美国、日本、中国、德国自主品牌数分别

为208、44、43和27席，且中国上榜的12席制造业品

牌主要分布在食品饮料、纺织、家电制造等产业①；

作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代表，全球数控机床

2019年营收前10位均为美国、日本、德国企业。从产

业链来看，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例，上游的半导体行

业中世界排名前10位的企业主要为美国企业。在产业

链中上游的集成电路设计、材料元器件、制造设备等

领域，美国、日本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在产业链下游

的封装测试、通信设备、液晶显示器（LCD）显示面

板及终端消费设备方面具备竞争优势[11]。

3.3 贸易竞争指数分析

2005—2020 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较强出

口竞争优势，德国和日本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

较强出口竞争优势，美国绝大多数产业出口竞争优势

相对较弱，且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大部分产业出口竞

争优势出现下降趋势。

2020年，中国家具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

金属制品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等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TCI 分别为 0.93， 0.88， 0.76，

0.71，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优势；但纺织服装、服饰

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的TCI相比

2005年出现下降趋势（文后附表4）。美国废弃资源综

合利用业的TCI达到0.88，具有极强的出口竞争优势；

但其他产业出口竞争优势均较弱，且呈现下降态势。

日本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汽车制造业、化学纤维制

造业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 TCI 分别为 0.74、

0.74、0.58，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优势；但汽车制造

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的 TCI 相比 2005 年呈现下降趋

势。德国仪器仪表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

造业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 TCI 分别为 0.33、

0.33、0.28，具有一定的出口竞争优势，但相比 2005

年均呈现下降趋势。值得一提的是，从对外投资存量

来看，中国在2005—2020年间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

高达 28.91%，并在 2016和 2017年分别超越日本和德

国；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得到快速发展，但2020年仍

不足美国（82 407.64亿美元）的1/3（图3）。

① 世界品牌实验室 . (2020-12-22)[2021-10-30]. http://www.worldbrandlab.com/world/2020/brand/bran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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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5—2020年中国、美国、日本、德国外国直接投资（FDI）存量

Figure 3　FDI stock of China,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Germany from 2005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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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价格指数分析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是重要

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是产业国际竞争的重点

领域。为进一步探讨中国、德国、日本、美国制造业

国际竞争优势来源，本文运用价格指数对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进行详细

分析。

（1）中国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主

要来源于产品价格优势，日本、德国主要来源于产品

技术优势。中国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主要出口产品

均依靠产品价格优势，2011—2020年PI均小于 1，且

呈现出下降趋势，产品技术含量有所下降。日本“电

力变压器，静态转换器 （如整流器） 和电感”

（HS8504）、“蓄电池，包括蓄电池的隔板”（HS8507）

技术优势明显，2020年PI分别为 2.88、2.19；仅“点

火或起动设备；用于火花点火或压燃式内燃机；与这

种发动机一起使用的发电机和切断装置”（HS8511）、

“电动的，用于自行车或机动车辆的照明或视觉信号

设备（不包括项目编号 8539），挡风玻璃刮水器、除

霜器和除雾器”（HS8512）、“用于电力控制和配电的

板，面板，控制台，桌子，柜，带标号的设备的底

座 。 不 包 括 编 号 为 8535、 8536 的 开 关 装 置 ”

（HS8537） PI小于1 （文后附表5）。德国“电气设备；

单独或主要适用于编号为 8535、8536 和 8537 的设备

的部件”（HS8538）技术优势明显，2020年PI为2.01；

仅“蓄电池，包括蓄电池的隔板”（HS8507） PI

小于1。

（2）中国专用设备制造业主要出口产品均没有技

术优势，日本、德国该产业所有种类产品均具有较强

技术优势。中国专用设备制造业主要出口产品均依靠

产品价格优势，2011—2020年PI均小于 1 （文后附表

6）。德国和日本专用设备制造业主要出口产品均具有

较强技术优势，PI均大于 1。其中，日本“金属铸造

用模盒，模制图案，金属模具（不包括铸锭模具），

硬 质 合 金 ， 玻 璃 ， 矿 物 材 料 ， 橡 胶 或 塑 料 ”

（HS8480）、“具有独立功能的机械和机械设备”

（HS8479） 技术优势明显，2020 年 PI 分别达到 3.50、

2.77；德国“用于医学、外科、牙科或兽医科学的仪

器和器具，包括闪烁仪、其他电子医疗仪器和视力测

试仪器”（HS9018）、“印刷机械，包括喷墨印刷机，

但编号 8471除外；辅助印刷用的机器”（HS8443）技

术优势明显，2020年PI分别达到3.52、1.82。

4 主要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4.1 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分析了2005—2020年中国、美国、日本、德

国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演变态势及其主要来源，主要

研究结论有3点。

（1）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始终保持强大的国际竞

争优势，部分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优势不

断强化。中国纺织业，家具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

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国际竞争优

势明显；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国际市场占有率

不断扩大，竞争优势有所提升。

（2）美国、日本、德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始

终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但部分产业竞争优势出

现下降趋势。美国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等国际竞争优

势明显；日本汽车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化学纤

维制造业等国际竞争优势明显；德国汽车制造业、医

药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国际竞争优势明显。但

是，这 3个国家优势产业国际市场占有率总体出现下

降趋势，部分产业贸易竞争指数也有所降低。

（3）中国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

业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

产品价格优势，美国、日本、德国主要来源于产品技

术优势。中国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

业绝大多数产品类别都依靠价格优势，仅在个别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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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具有一定技术优势；美国、日本、德国在大多数

产品类别都具有较强技术优势，仅在个别产品类别依

靠价格优势。

4.2 政策建议

综合上述研究发现，聚焦制造强国建设目标，为

切实提升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本文提出4点建议。

（1）推动以提高产业基础能力为核心的技术创新。

① 加强国家科技计划对基础核心领域的支持力度，集

中优势资源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智能装备等领域，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布局建

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等产业创

新平台，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大中小企业，形

成协同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② 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

造工程，补齐核心基础零部件、工业基础软件、关键

基础材料等瓶颈、短板。重点培育一批创新能力突出

的科技领军企业，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

深度融合的制造业创新体系。

（2）提升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现代化

水平。① 聚焦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生物医药、智

能装备等战略性领域，发挥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示

范引领作用，促进大、中、小企业之间的业务协作和

系统集成，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

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② 实施制造业“强链”

“补链”行动，加强内外资企业在产业链上的专业化

分工协作，强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

建设，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生产供应体系。

③ 以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关键零部

件、软件系统和重大成套技术装备关键技术攻关为重

点，牵头组建目标导向、绩效管理、协同攻关、开放

共享的创新联合体，形成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化应用的

整体解决方案，加强我国制造业创新链能力建设。

（3）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服务化转

型。① 面向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需要，推进智能装备、

操作系统、核心工业软件、新型传感器等关键技术研

发，提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共性技术供给能力。聚焦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通用设备制造、电子设备制造

等领域，开展数字工厂建设，加快新型传感器、智能

测量仪表、工业控制系统等智能核心装备在产品研

发、设计、生产中集成应用，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发展。② 加快建设绿色工厂，布局一批基础制造工艺

绿色化示范工程，实施“工业互联网+绿色制造”，促

进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③ 推进服务型制造示范

企业发展，加强工业设计服务、定制化服务、全生命

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服务能力建设，引领制造业

服务化发展方向。

（4）着力提升制造业国际合作和跨国经营水平。

①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营造良好的国际合作市场环境，吸引境外科技领军企

业在我国设立全球研发机构。聚焦汽车制造、生物医

药、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等领域，强化与领先国家在

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标准制定、人才培养等方面合

作。② 以电气机械和器材、通用设备、电子设备制造

等产业为重点，采用境外投资、技术合作等方式，推

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统筹利用产

业基金、政策性贷款等资金渠道，鼓励企业开拓海外

市场，支持行业领军企业布局海外研发中心，与境外

企业、知名高校院所开展高层次研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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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ing industry among China,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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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manufacturing and promoting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re the key points 

to build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This study uses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MS),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 trade 

competition index (TCI), and price index (PI) from 2005 to 2020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manufactur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its main sources in major countrie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China’s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maintain a stro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some capital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is increasing. 

The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tensive industries in Germany, Japan, and United States have maintained a stro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but some of them have shown a downward tren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capital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such as electrical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speci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 China 

mainly come from product prices, while those in Germany, Japan, and United States mainly come from technology. Four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manufacturing: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cusing on industrial basic capabilities; modernizing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hain, supply chain, and innovation chain; 

accelerating digital, green, and service transformation; and increasing leve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ross-border operations.

Keywor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evolution, policy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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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产业竞争优势国际比较相关指标

国际市场占有率（MS），指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

所占份额大小，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竞争优势

的直接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MSij = Xij Xwj。

其中，Xij为 i国 j产业的出口总额，Xwj为世界 j 产业的

出口总额[6]。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一个国家某产业

出口占该国总出口份额与世界市场上该产业出口占世

界总出口份额的比重，能够有效反映一国产业在国际

市场中的相对优势。其计算公式为：

RCAij = ( Xij Xit ) ( Xwj Xwt )。

其中，Xij为 i国 j产业的出口额，Xit为 i国在 t 时期所有

商品的出口总额，Xwj为 j产业的世界出口总额，Xwt为 

t时期所有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RCAij ≥ 2.5表明 i国 j 

产业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1.25 ≤
RCAij < 2.5表明 i 国 j 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比

较优势；0.8 ≤ RCAij < 1.25 表明 i国 j 产业具有中等的

国际竞争力和比较优势；RCAij < 0.8 表明 i国 j产业国

际竞争力和比较优势较弱[6]。

贸易竞争指数（TCI），指一个国家某产业净出口

额与该产业贸易总额之比，能够有效反映一国某产业

产品相对于世界市场它国同种产品的竞争优势。其计

算公式为：

TCIij = ( Xij − Mij ) ( Xij + Mij )。

其中，Xij为 i国 j产业出口额，Mij为 i 国 j 产业进口额。

0.8 ≤ TCIij ≤ 1 表 明 产 业 具 有 极 强 竞 争 力 ； 0.5 ≤
TCIij < 0.8 表明产业具有较强竞争力；0 ≤ TCIij < 0.5

时表明产业具有中等竞争力；–0.5 ≤ TCIij < 0表明产

业具有低竞争力；–0.8 < TCIij < –0.5表明产业具有较

低竞争力； –1 ≤ TCIij ≤ –0.8 表明产业具有极低竞

争力[10]。

价格指数（PI），指一个国家某类产品平均出口单

价与进口单价的比值，能够有效反映一国某商品进出

口价格比率，反映该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同国际同类产

品的领先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PIij = ( Xij QXij ) ( Mij QMij )。

其中，Xij为 i国 j产品出口额，QXij为 i国 j产品出口数

量；Mij为 i国 j产品进口额，QMij为 i国 j产品进口数

量。PIij ≥ 1表示产品主要依靠技术优势获得国际竞争

优势；PIij < 1表示产品主要依靠价格优势获得国际竞

争优势②。

附录2　产业竞争优势计算结果

附表1　中国国民经济产业分类（制造业）——进出口商品对应表

Table 1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ic activities—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0201—0210；0302—0307；0407—0410；0504；0701—0714；0801—0814；1101—1109；1501—1504；
1507—1515；1601—1605；1701—1703；1801；1803—1805；2301—2309

0401—0406；0601—0604；0901；0903—0910；1516—1518；1704；1806；1901—1905；
2001—2008；2102—2106；2209；2501；3502；3504；3507

0902；2009；2101；2201—2208

2401—2403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HS96商品编码

② 结合世界贸易组织（WTO）关税数据计算了选定行业去除关税的价格指数情况，由于结果和原有的结果没有实质性变化，正

文中仍采用原有的公式计算；计算结果在附录 2中以附表 7 和 8 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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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5002—5007；5105—5113；5203—5212；5301—5311；5401—5408；5506—5516；5601—5609；5801
—5809；5811；5901—5911；6001—6002；6301—6307

6101—6117；6201—6217

0505；4110—4111；4201—4205；43302—4304；6401—6406；6501—6507；6701

4401（440121—440122）；4403（440310）；4404；4406—4421；4501—4504；4601—4602

9401—9404；9406

4701—4706；4801—4823

4901—4911

5701—5705；5805；5810；6702；7101—7117；9201—9209；9501—9508；9601；9603（960330）；
9608—9612；9701—9706

2701—2715；2844—2845；3802

1505—1506；1520—1522；2801—2843；2846—28512901—2921；2922（292211—292213；
292221—292222；292230；292241—292243；292249）2923；292502928；2930—2935；2940；2942；

3101—3105；3201—3215；3301—3307；3401—3407；3501；3503；3505—3506；3601—3606；
3701—3707；3803—3817；3819；3821—3824；3901—3916；4002—4017；4402

0510；2922（292219；292229；292250）2924（292421；292429）2936—2939；2941；3001—3006

5502—5504

3917—3926

3801；6801—6815；6901—6914；7001—7020

7201—7229

7112；7115；7401—7410；7501—7506；7601—7607；7801—7804；7901—7905；8001—8005；
8101—8112

7118；7301—7326；7411—7419；7507—7508；7608—7616；7805—7806；7906—7907；8006—8007；
8201—8215；8301—8311；8710；9301—9307

8401—8406；8410；8413—8417；8421；8422（842219—842220；842230；842240；842290）；
8425—8429；8431；8455—8463；8466（846610；846620；846630；846693—846694）；8467—8473；

8481—8485；9006—9010

8419—8420；8424；8430；8432—8454；8464—8465；8466（846691—846692）；8474—8477；
8479—8480；9001（900130；900140；900150）；9003—9004；9018—9022

8407（840731—840734；840790）；8701—8709；8716

8407（840710；840721；840729）；8408—8409；8411—8412；8601—8609；8711—8715；
8801—8805；8901—8908

8418；8422（842211）；8501—8516；8535—8539；8544—8547；9001（900110）；9405

2804（280461）；8517—8534；8540—8543；8548（854890）

8423；9001（900120；900190）；9002；9005；9011—9017；9023—9033；9101—9114

0501—0503；6601—6603；6703—6704；9603（960310；960321；960329；960340；960350；960390）；
9604—9607；9613—9618

4707；6309—6310；8548（854810）

（续附表1）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HS96商品编码

注：表中数据分别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17）与《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HS1996）4 位编码，括号中为属于
该类别的商品序列
Note: The data in the table are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ctivities (GB/T 4754—2017) and 4-digit codes of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 (HS1996). In parentheses is the sequence of goods belonging to this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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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2005—2020年中国、美国、日本、德国制造业国际市场占有率（MS）发展态势

Table 2　MS evol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Germany from 2005 to 2020

中国

美国

其他制造业

纺织业

家具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汽车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烟草制品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31.02%

19.95%

16.25%

30.99%

24.70%

11.75%

12.62%

14.81%

13.34%

11.22%

9.34%

4.08%

9.53%

3.65%

8.21%

9.98%

2.52%

5.39%

3.17%

5.58%

4.27%

4.66%

4.84%

1.20%

2.91%

1.53%

0.07%

2.34%

1.41%

2.15%

30.91%

8.48%

2.27%

14.16%

14.32%

47.15%

30.60%

28.99%

38.51%

34.94%

19.63%

18.89%

23.10%

20.26%

16.19%

12.10%

10.60%

13.91%

9.60%

11.94%

9.26%

4.81%

7.61%

5.98%

11.77%

6.69%

5.52%

4.76%

2.63%

3.47%

2.56%

0.11%

2.42%

1.15%

2.90%

28.29%

6.27%

3.71%

13.45%

12.72%

56.04%

37.93%

35.14%

41.61%

37.19%

31.32%

25.41%

23.54%

27.30%

22.26%

19.33%

14.92%

16.94%

11.29%

14.40%

10.74%

9.97%

15.13%

10.22%

10.90%

9.12%

6.51%

7.62%

3.69%

4.22%

3.01%

2.15%

3.30%

1.58%

3.46%

28.39%

7.09%

6.20%

13.50%

12.74%

58.37%

48.50%

35.31%

33.72%

33.43%

30.74%

27.33%

26.24%

25.99%

24.69%

24.52%

16.57%

16.16%

13.11%

13.01%

12.62%

11.24%

10.54%

10.49%

10.38%

10.28%

5.97%

5.88%

4.64%

4.62%

3.53%

3.43%

3.24%

2.53%

1.94%

31.53%

16.68%

12.60%

11.67%

11.00%

27.35%

28.55%

19.05%

2.73%

8.73%

18.99%

14.71%

11.43%

12.65%

13.47%

15.17%

12.49%

6.63%

9.46%

4.80%

2.64%

8.73%

5.14%

7.32%

4.80%

6.01%

1.31%

1.04%

3.44%

1.71%

2.00%

3.37%

0.90%

1.11%

−0.21%

0.62%

8.20%

10.34%

−2.49%

−3.32%

国家 行业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2005—2020年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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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仪器仪表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医药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食品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家具制造业

纺织业

其他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汽车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4.06%

11.47%

11.69%

10.06%

10.95%

9.56%

8.36%

9.44%

10.49%

10.75%

7.05%

8.37%

6.15%

8.68%

4.36%

9.91%

6.53%

5.11%

4.07%

5.56%

5.65%

4.75%

9.34%

1.87%

1.65%

13.45%

12.55%

11.09%

8.71%

9.44%

10.19%

8.34%

6.26%

6.58%

7.56%

10.97%

11.72%

12.52%

10.59%

10.09%

9.47%

8.67%

9.74%

9.67%

10.75%

8.60%

8.23%

6.46%

7.78%

5.58%

7.81%

6.85%

5.50%

5.21%

5.22%

4.47%

3.57%

4.75%

1.66%

1.15%

13.71%

10.20%

11.84%

10.22%

10.24%

9.26%

6.36%

5.96%

7.14%

6.36%

10.75%

11.58%

11.75%

10.81%

11.13%

9.91%

8.95%

10.16%

9.85%

9.51%

7.96%

8.47%

7.64%

8.29%

6.82%

6.82%

6.62%

5.71%

4.47%

5.29%

4.50%

3.44%

5.33%

1.63%

1.22%

10.25%

8.12%

12.85%

8.46%

6.14%

5.58%

5.50%

4.61%

6.55%

4.50%

10.53%

10.52%

9.68%

9.54%

8.87%

8.80%

8.41%

8.23%

8.16%

7.96%

7.63%

6.82%

6.69%

6.34%

6.24%

5.56%

5.48%

4.41%

3.87%

3.45%

3.32%

3.17%

2.60%

1.38%

1.09%

9.92%

8.23%

7.72%

7.19%

6.48%

5.29%

4.88%

4.81%

4.32%

4.29%

−3.53%

−0.95%

−2.00%

−0.52%

−2.08%

−0.76%

0.05%

−1.21%

−2.32%

−2.79%

0.57%

−1.55%

0.54%

−2.35%

1.88%

−4.35%

−1.05%

−0.70%

−0.20%

−2.12%

−2.33%

−1.58%

−6.75%

−0.50%

−0.56%

−3.53%

−4.31%

−3.37%

−1.52%

−2.95%

−4.91%

−3.46%

−1.46%

−2.26%

−3.27%

（续附表2）
国家 行业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2005—2020年增幅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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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纺织业

其他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家具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汽车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金属制品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5.23%

3.77%

6.21%

9.51%

4.97%

2.70%

1.67%

3.32%

4.01%

1.31%

1.53%

0.29%

0.60%

0.37%

0.47%

0.85%

1.01%

0.20%

0.10%

0.14%

19.02%

13.93%

17.41%

14.79%

12.66%

15.12%

12.68%

13.78%

13.58%

12.72%

11.22%

11.60%

10.64%

10.39%

8.86%

7.34%

7.08%

4.43%

7.49%

6.69%

4.48%

2.70%

1.84%

2.78%

3.10%

1.00%

1.83%

0.42%

0.66%

0.59%

0.43%

1.04%

0.87%

0.16%

0.11%

0.11%

19.04%

14.20%

14.28%

12.98%

10.78%

13.12%

12.40%

13.22%

12.65%

12.26%

10.39%

9.95%

10.30%

10.06%

7.44%

8.22%

4.22%

3.72%

3.90%

3.77%

3.29%

1.64%

1.96%

2.10%

2.07%

0.79%

1.11%

0.48%

0.57%

0.67%

0.38%

0.46%

0.50%

0.10%

0.10%

0.09%

18.66%

14.69%

13.76%

12.48%

10.35%

12.82%

10.42%

11.23%

10.92%

10.48%

10.02%

9.41%

9.16%

8.13%

7.80%

6.38%

4.29%

4.25%

3.70%

3.29%

2.83%

2.20%

1.76%

1.69%

1.61%

1.16%

1.00%

0.91%

0.86%

0.63%

0.39%

0.38%

0.33%

0.18%

0.16%

0.13%

17.10%

14.28%

13.63%

12.62%

12.34%

11.12%

11.05%

10.67%

10.57%

10.36%

10.02%

9.36%

9.35%

8.54%

7.64%

7.27%

−0.95%

0.48%

−2.51%

−6.22%

−2.14%

−0.50%

0.09%

−1.63%

−2.40%

−0.15%

−0.53%

0.61%

0.26%

0.25%

−0.07%

−0.47%

−0.68%

−0.02%

0.06%

0.00%

−1.91%

0.35%

−3.78%

−2.18%

−0.32%

−4.00%

−1.63%

−3.10%

−3.01%

−2.36%

−1.20%

−2.24%

−1.30%

−1.85%

−1.22%

−0.07%

（续附表2）
国家 行业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2005—2020年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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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家具制造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其他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纺织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3.90%

8.42%

8.50%

4.39%

9.28%

3.63%

7.01%

7.65%

6.50%

4.58%

3.63%

6.34%

14.68%

1.71%

14.55%

7.78%

8.66%

4.92%

6.53%

4.03%

6.92%

6.51%

5.41%

4.57%

4.34%

4.46%

6.05%

0.98%

12.29%

7.10%

7.09%

3.82%

5.11%

3.55%

5.83%

5.86%

4.45%

4.18%

2.32%

3.41%

5.83%

1.48%

7.11%

6.98%

6.51%

6.20%

5.93%

5.66%

5.51%

4.98%

4.23%

4.15%

3.39%

2.98%

2.77%

1.84%

−6.79%

−1.45%

−1.99%

1.81%

−3.35%

2.02%

−1.50%

−2.67%

−2.27%

−0.43%

−0.24%

−3.36%

−11.91%

0.14%

（续附表2）
国家 行业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2005—2020年增幅

注：根据 UN Comtrade数据库（https://unstats.un.org/）数据计算整理；表中数据按照 2020 年数据排序

Note: Calculated and collated according to UN Comtrade database data; Sort by 2020 data

附表3　2005—2020年中国、美国、日本、德国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发展态势

Table 3　RCA index evol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Germany from 2005 to 2020

中国

其他制造业

纺织业

家具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4.13

2.65

2.16

4.12

3.28

1.56

1.68

1.97

1.77

1.49

1.24

0.54

1.27

0.49

1.09

1.33

0.33

4.49

2.92

2.76

3.67

3.33

1.87

1.80

2.20

1.93

1.54

1.15

1.01

1.33

0.92

1.14

0.88

0.46

4.01

2.71

2.51

2.98

2.66

2.24

1.82

1.68

1.95

1.59

1.38

1.07

1.21

0.81

1.03

0.77

0.71

3.83

3.19

2.32

2.21

2.20

2.02

1.79

1.72

1.71

1.62

1.61

1.09

1.06

0.86

0.85

0.83

0.74

−0.29

0.53

0.16

−1.91

−1.09

0.46

0.12

−0.25

−0.07

0.13

0.37

0.55

−0.21

0.38

−0.24

−0.50

0.40

国家 行业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2005—2020年增幅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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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汽车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烟草制品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医药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食品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72

0.42

0.74

0.57

0.62

0.64

0.16

0.39

0.20

0.01

0.31

0.19

0.29

3.48

0.95

0.26

1.59

1.61

1.58

1.29

1.31

1.13

1.23

1.08

0.94

1.06

1.18

1.21

0.79

0.94

0.69

0.98

0.49

1.11

0.73

0.57

0.73

0.57

1.12

0.64

0.53

0.45

0.25

0.33

0.24

0.01

0.23

0.11

0.28

3.33

0.74

0.44

1.58

1.50

1.29

1.38

1.47

1.25

1.19

1.11

1.02

1.15

1.14

1.26

1.01

0.97

0.76

0.92

0.66

0.92

0.81

0.65

1.08

0.73

0.78

0.65

0.47

0.54

0.26

0.30

0.22

0.15

0.24

0.11

0.25

3.07

0.77

0.67

1.46

1.38

1.16

1.25

1.27

1.17

1.21

1.07

0.97

1.10

1.07

1.03

0.86

0.92

0.83

0.90

0.74

0.74

0.72

0.62

0.69

0.69

0.68

0.68

0.39

0.39

0.30

0.30

0.23

0.23

0.21

0.17

0.13

3.75

1.98

1.50

1.39

1.31

1.25

1.25

1.15

1.13

1.06

1.05

1.00

0.98

0.97

0.95

0.91

0.81

0.80

0.75

0.74

0.66

0.65

0.52

−0.03

0.27

−0.06

0.11

−0.23

−0.26

0.14

−0.08

0.03

0.22

−0.10

−0.02

−0.16

0.27

1.03

1.24

−0.20

−0.30

−0.33

−0.04

−0.16

0.00

−0.18

−0.03

0.06

−0.08

−0.21

−0.26

0.11

−0.13

0.10

−0.22

0.25

−0.45

−0.08

−0.05

（续附表3）
国家 行业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2005—2020年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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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家具制造业

纺织业

其他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汽车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纺织业

其他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家具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46

0.63

0.64

0.53

1.05

0.21

0.19

2.29

2.14

1.89

1.48

1.61

1.74

1.42

1.07

1.12

1.29

0.89

0.64

1.06

1.62

0.85

0.46

0.28

0.57

0.68

0.22

0.26

0.05

0.10

0.06

0.08

0.14

0.17

0.03

0.02

0.61

0.61

0.53

0.42

0.56

0.19

0.14

2.68

1.99

2.31

2.00

2.00

1.81

1.24

1.16

1.39

1.24

1.38

0.87

1.46

1.31

0.87

0.53

0.36

0.54

0.61

0.20

0.36

0.08

0.13

0.11

0.08

0.20

0.17

0.03

0.02

0.48

0.57

0.49

0.37

0.58

0.18

0.13

2.67

2.11

3.34

2.20

1.60

1.45

1.43

1.20

1.70

1.17

1.10

0.97

1.02

0.98

0.86

0.43

0.51

0.55

0.54

0.21

0.29

0.13

0.15

0.17

0.10

0.12

0.13

0.03

0.03

0.46

0.41

0.39

0.38

0.31

0.16

0.13

2.63

2.18

2.05

1.91

1.72

1.40

1.29

1.27

1.14

1.14

1.14

1.13

0.98

0.87

0.75

0.58

0.47

0.45

0.43

0.31

0.26

0.24

0.23

0.17

0.10

0.10

0.09

0.05

0.04

0.00

−0.22

−0.24

−0.16

−0.74

−0.05

−0.06

0.34

0.05

0.16

0.42

0.11

−0.33

−0.13

0.21

0.02

−0.15

0.25

0.49

−0.08

−0.75

−0.09

0.12

0.18

−0.12

−0.26

0.08

0.00

0.19

0.13

0.10

0.03

−0.04

−0.08

0.01

0.02

（续附表3）
国家 行业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2005—2020年增幅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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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纺织服装、服饰业

汽车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金属制品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烟草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家具制造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其他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纺织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0.02

1.97

1.44

1.81

1.53

1.31

1.57

1.31

1.43

1.41

1.32

1.16

1.20

1.10

1.08

0.92

0.76

1.44

0.87

0.88

0.46

0.96

0.38

0.73

0.79

0.67

0.48

0.38

0.66

1.52

0.18

0.02

2.26

1.68

1.69

1.54

1.28

1.56

1.47

1.57

1.50

1.45

1.23

1.18

1.22

1.19

0.88

0.97

1.73

0.92

1.03

0.58

0.77

0.48

0.82

0.77

0.64

0.54

0.51

0.53

0.72

0.12

0.02

2.28

1.80

1.68

1.53

1.27

1.57

1.28

1.37

1.34

1.28

1.23

1.15

1.12

1.00

0.95

0.78

1.50

0.87

0.87

0.47

0.63

0.43

0.71

0.72

0.54

0.51

0.28

0.42

0.71

0.18

0.04

2.10

1.75

1.67

1.55

1.51

1.37

1.36

1.31

1.30

1.27

1.23

1.15

1.15

1.05

0.94

0.89

0.87

0.86

0.80

0.76

0.73

0.69

0.68

0.61

0.52

0.51

0.42

0.37

0.34

0.23

0.01

0.13

0.31

−0.13

0.01

0.20

−0.20

0.04

−0.12

−0.11

−0.05

0.07

−0.05

0.04

−0.03

0.02

0.13

−0.57

−0.02

−0.08

0.31

−0.24

0.32

−0.05

−0.18

−0.16

0.03

0.04

−0.29

−1.18

0.05

（续附表3）
国家 行业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2005—2020年增幅

注：根据 UN Comtrade数据库（https://unstats.un.org/）数据计算整理；表中数据按照 2020 年数据排序
Note: Calculated and collated according to UN Comtrade database data; Sort by 2020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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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2005—2020年中国、美国、日本、德国制造业贸易竞争指数（TCI）发展态势

Table 4　TCI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Germany from 2005 to 2020

中国

美国

家具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纺织业

金属制品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医药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0.92

0.74

0.96

0.44

0.55

0.94

0.56

0.35

0.25

0.74

0.35

0.22

0.45

−0.68

−0.36

0.50

−0.06

−0.34

−0.27

−0.37

0.53

0.56

−0.09

−0.40

0.17

0.28

0.20

−1.00

−0.38

−0.58

0.86

−0.26

−0.83

−0.02

0.91

0.84

0.96

0.62

0.62

0.92

0.61

0.28

0.35

0.60

0.41

0.39

0.36

−0.20

0.01

0.36

0.03

−0.16

0.07

−0.26

0.31

0.18

−0.30

−0.29

0.13

0.17

0.11

−0.99

−0.59

−0.76

0.89

−0.21

−0.63

0.10

0.92

0.89

0.93

0.69

0.72

0.89

0.72

0.53

0.54

−0.09

0.45

0.28

0.40

0.01

0.19

0.19

0.08

0.06

0.46

−0.11

0.11

−0.05

−0.19

−0.17

−0.16

−0.15

0.06

−0.89

−0.39

−0.76

0.88

−0.31

−0.31

0.03

0.93

0.90

0.88

0.83

0.76

0.71

0.67

0.63

0.58

0.49

0.48

0.40

0.23

0.14

0.13

0.12

0.02

−0.01

−0.05

−0.09

−0.09

−0.10

−0.13

−0.17

−0.20

−0.21

−0.28

−0.50

−0.54

−0.79

0.88

0.17

0.09

0.01

0.01

0.16

−0.08

0.39

0.21

−0.22

0.11

0.28

0.33

−0.25

0.13

0.18

−0.23

0.82

0.49

−0.38

0.08

0.33

0.22

0.28

−0.62

−0.67

−0.04

0.23

−0.37

−0.48

−0.48

0.49

−0.16

−0.21

0.02

0.42

0.92

0.03

国家 行业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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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造纸和纸制品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金属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汽车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纺织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其他制造业

家具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汽车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16

0.06

0.03

0.09

0.02

−0.15

−0.35

−0.26

−0.14

−0.41

−0.22

0.26

−0.32

−0.24

−0.45

−0.30

−0.41

−0.32

−0.21

−0.65

−0.28

−0.69

−0.61

−0.71

−0.87

−0.89

0.65

0.81

0.56

0.80

0.51

0.32

0.39

0.31

0.22

0.21

0.02

0.08

0.12

0.13

0.01

−0.03

−0.06

−0.16

−0.08

−0.24

−0.26

0.07

−0.22

−0.21

−0.25

−0.02

−0.30

−0.28

−0.19

−0.50

−0.32

−0.42

−0.63

−0.66

−0.86

−0.90

0.90

0.83

0.64

0.78

0.61

0.45

0.44

0.28

0.36

0.35

0.02

−0.02

0.02

0.01

−0.06

−0.10

−0.31

−0.13

−0.13

−0.18

−0.34

0.00

−0.26

−0.23

−0.31

−0.13

−0.38

−0.32

−0.27

−0.47

−0.36

−0.50

−0.65

−0.68

−0.85

−0.89

0.88

0.77

0.63

0.79

0.37

0.34

0.26

0.23

0.15

0.15

−0.01

−0.03

−0.05

−0.05

−0.15

−0.15

−0.21

−0.25

−0.28

−0.31

−0.34

−0.35

−0.36

−0.36

−0.37

−0.39

−0.41

−0.43

−0.44

−0.53

−0.60

−0.64

−0.66

−0.78

−0.85

−0.89

0.74

0.74

0.60

0.58

0.41

0.34

0.27

0.24

0.19

0.19

0.16

−0.09

−0.08

−0.15

−0.17

0.00

0.14

0.01

−0.14

0.10

−0.11

−0.61

−0.04

−0.11

0.08

−0.09

0.00

−0.10

−0.23

0.12

−0.32

0.05

−0.05

−0.06

0.02

0.00

0.09

−0.07

0.04

−0.23

−0.10

0.02

−0.12

−0.07

−0.04

−0.03

（续附表4）
国家 行业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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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通用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纺织业

其他制造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食品制造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家具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烟草制品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金属制品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其他制造业

0.32

0.32

0.31

−0.30

0.32

−0.24

−0.19

0.11

−0.23

−0.23

−0.76

−0.88

−0.41

−0.71

−0.91

−0.93

−0.95

−0.86

−0.98

−0.97

0.36

0.46

0.42

0.30

0.09

0.11

0.20

0.41

0.28

0.12

0.16

0.22

0.20

0.01

0.12

0.13

0.32

0.29

0.29

−0.10

0.16

−0.03

−0.14

0.02

−0.27

−0.10

−0.69

−0.78

−0.59

−0.59

−0.88

−0.88

−0.95

−0.86

−0.98

−0.97

0.33

0.32

0.44

0.27

0.06

0.14

0.25

0.38

0.23

0.13

0.12

0.21

0.14

0.05

0.09

0.10

0.26

0.15

0.14

−0.08

−0.05

−0.10

−0.06

−0.13

−0.40

−0.30

−0.69

−0.74

−0.71

−0.77

−0.87

−0.84

−0.96

−0.89

−0.98

−0.97

0.29

0.34

0.43

0.24

0.21

0.22

0.22

0.29

0.19

0.10

0.10

0.15

0.11

0.06

0.03

0.05

0.16

0.14

0.08

−0.03

−0.04

−0.04

−0.04

−0.36

−0.41

−0.48

−0.51

−0.53

−0.57

−0.80

−0.86

−0.86

−0.93

−0.95

−0.96

−0.96

0.33

0.33

0.28

0.22

0.20

0.18

0.18

0.17

0.16

0.14

0.12

0.12

0.10

0.07

0.05

0.04

−0.16

−0.18

−0.23

0.27

−0.36

0.20

0.15

−0.47

−0.18

−0.24

0.25

0.34

−0.16

−0.10

0.05

0.07

0.02

−0.10

0.03

0.01

−0.03

−0.14

−0.13

−0.08

0.10

0.07

−0.01

−0.25

−0.12

0.02

−0.04

−0.10

−0.10

0.07

−0.07

−0.09

（续附表4）
国家 行业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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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烟草制品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家具制造业

纺织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0.04

0.35

−0.10

0.17

−0.06

−0.10

−0.01

−0.08

0.12

−0.35

−0.30

−0.34

0.32

−0.62

0.01

0.37

0.01

0.00

−0.13

−0.08

−0.14

−0.05

0.07

−0.30

−0.24

−0.31

−0.15

−0.69

−0.04

0.36

−0.09

0.02

−0.11

−0.07

−0.10

−0.09

0.05

−0.33

−0.22

−0.35

−0.15

−0.59

0.01

−0.03

−0.07

−0.08

−0.09

−0.10

−0.12

−0.12

−0.17

−0.20

−0.23

−0.23

−0.45

−0.52

−0.03

−0.38

0.03

−0.25

−0.03

−0.01

−0.11

−0.04

−0.28

0.14

0.07

0.11

−0.76

0.11

（续附表4）
国家 行业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增幅

注：根据 UN Comtrade数据库（https://unstats.un.org/）数据计算整理；表中数据按照 2020 年数据排序
Note: Calculated and collated according to UN Comtrade database data; Sort by 2020 data

附表5　2011—2020年中国、日本、德国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产品价格指数（PI）

Table 5　Electrical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product price index of China, Japan, and Germany from 2011 to 2020

HS 
编码

8501

8503

8504

8507

8511

8512

8536

8537

8538

8544

HS 商品名称

电动机和发电机（不包括发电机组）

电动机和发电机；单独或主要适用于标号8501
和8502机的零件

电力变压器，静态转换器（如整流器）和电感

蓄电池，包括蓄电池的隔板

点火或起动设备；用于火花点火或压燃式内燃
机；与这种发动机一起使用的发电机和切断装
置

电动的，用于自行车或机动车辆的照明或视觉
信号设备（不包括项目编号8539），挡风玻璃刮
水器、除霜器和除雾器

电压不超过 1000伏的开关、保护电路、连接电
路或在电路中使用的电气设备

用于电力控制和配电的板，面板，控制台，桌子，
柜，带标号的设备的底座；不包括标号为8535、
8536的开关装置

电气设备；单独或主要适用于编号为 8535、
8536和8537的设备的部件

绝缘电线、电缆及其他电导体；单套光纤电缆

中国

2011
年

—

0.42

—

—

—

—

0.25

0.26

0.27

0.49

2014
年

—

0.37

—

—

0.64

—

0.64

0.57

0.28

0.47

2017
年

—

0.38

—

—

0.63

—

0.23

0.27

0.27

—

2020
年

0.98

0.30

—

—

0.43

0.18

—

0.31

0.24

0.37

日本

2011
年

2.19

3.76

2.80

4.24

1.50

1.18

1.45

1.58

2.33

1.12

2014
年

1.98

3.17

2.29

2.55

0.97

1.09

1.35

1.57

1.74

0.99

2017
年

2.01

2.92

2.71

2.34

0.92

1.10

1.44

1.21

1.54

1.07

2020
年

1.55

1.71

2.88

2.19

0.95

0.87

1.24

0.99

1.44

1.01

德国

2011
年

1.35

1.29

1.41

0.78

1.30

1.57

1.38

1.09

1.46

1.13

2014
年

—

1.30

1.45

0.83

—

1.55

1.38

1.15

1.85

1.10

2017
年

1.41

1.21

1.40

0.68

1.69

1.76

1.33

1.23

1.93

1.11

2020
年

1.36

1.34

1.60

0.72

1.75

1.82

1.38

1.36

2.01

1.18

注：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库（https://unstats.un.org/）数据计算整理；“—”表明相关数据缺失；表中仅针对 2020 年在全球市场出口金额高
于 10 亿美元的产品进行分析
Note: Calculated and collated according to UN Comtrade database data， ‘ — ’  indicates that relevant data is missing. The table only shows products 
with an export value of more than $1 billion in the global market in 2020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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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2011—2020年中国、日本、德国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产品价格指数（PI）
Table 7　Electrical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product price index of China, Japan, and Germany from 2011 to 2020

HS 
编码

8501

8503

8504

8507

8511

8512

8536

8537

8538

8544

HS 商品名称

电动机和发电机（不包括发电机组）

电动机和发电机；单独或主要适用于标号8501
和8502机的零件

电力变压器，静态转换器（如整流器）和电感

蓄电池，包括蓄电池的隔板

点火或起动设备；用于火花点火或压燃式内燃
机；与这种发动机一起使用的发电机和切断装置

电动的，用于自行车或机动车辆的照明或视觉信
号设备（不包括项目编号8539），挡风玻璃刮水
器、除霜器和除雾器

电压不超过1000伏的开关、保护电路、连接电路
或在电路中使用的电气设备

用于电力控制和配电的板，面板，控制台，桌子，
柜，带标号的设备的底座；不包括标号为8535、
8536的开关装置

电气设备；单独或主要适用于编号为8535、8536
和8537的设备的部件

绝缘电线、电缆及其他电导体；单套光纤电缆

中国

2011
年

—

0.44

—

—

—

—

0.27

0.28

0.29

0.52

2014
年

—

0.40

—

—

0.69

—

0.68

0.62

0.30

0.51

2017
年

—

0.40

—

—

0.68

—

0.25

0.29

0.29

—

2020
年

1.07

0.32

—

—

0.46

0.19

—

0.33

0.25

0.40

日本

2011
年

2.19

3.76

2.80

4.24

1.50

1.18

1.45

1.58

2.33

1.13

2014
年

1.98

3.17

2.29

2.55

0.97

1.09

1.35

1.57

1.74

1.00

2017
年

2.01

2.92

2.71

2.34

0.92

1.10

1.44

1.21

1.54

1.09

2020
年

1.55

1.71

2.88

2.19

0.95

0.87

1.24

0.99

1.44

1.02

德国

2011
年

1.39

1.33

1.46

0.80

1.34

1.61

1.40

1.11

1.48

1.16

2014
年

—

1.34

1.50

0.85

—

1.59

1.41

1.17

1.88

1.14

2017
年

1.45

1.24

1.44

0.70

1.75

1.80

1.35

1.26

1.96

1.14

2020
年

1.39

1.38

1.64

0.75

1.81

1.87

1.41

1.39

2.02

1.22

注：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库（https://unstats.un.org/）和 WTO 数据库（https://data.wto.org/en）数据计算整理；“—”表明相关数据缺失；表
中仅针对 2020 年在全球市场出口金额高于 10 亿美元的产品进行分析
Note: Calculated and collated according to UN Comtrade database and WTO database data, ‘— ’  indicates that relevant data is missing. The table only 
shows products with an export value of more than $1 billion in the global market in 2020

附表6　2011—2020年中国、日本、德国专用设备制造业产品价格指数（PI）
Table 6　Speci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product price index of China, Japan, and Germany from 2011 to 2020

HS 
编码

8419

8443

8477

8479

8480

9018

9019

9022

HS 商品名称

通过改变温度（如加热、蒸煮等）处理物料的机器、设
备或实验室设备；非电动的瞬间式或蓄能式热水器

印刷机械，包括喷墨印刷机，但标号8471除外；辅助
印刷用的机器

机械设备；用于加工橡胶或塑料或用这些材料制造产
品

具有独立功能的机械和机械设备

金属铸造用模盒，模制图案，金属模具（不包括铸锭模
具），硬质合金，玻璃，矿物材料，橡胶或塑料

用于医学、外科、牙科或兽医科学的仪器和器具，包括
闪烁仪、其他电子医疗仪器和视力测试仪器

机械治疗器具、按摩器具；心理能力倾向测验仪；臭
氧，氧气，气溶胶治疗，人工呼吸或其他治疗呼吸设备

X射线、α射线、β射线、γ射线仪器；X射线管、X射线
发生器、高压发生器、控制面板和桌子、屏幕、检查或
治疗桌、椅等

中国

2011
年

—

—

—

—

0.30

0.09

0.11

—

2014
年

0.55

—

—

—

0.64

—

2017
年

0.25

—

—

—

0.34

0.10

0.09

—

2020
年

0.35

0.56

—

—

—

0.11

—

—

日本

2011
年

1.47

—

1.64

—

3.39

1.53

1.55

1.13

2014
年

1.32

1.95

1.39

2.51

2.91

—

1.78

1.32

2017
年

1.29

2.01

1.83

2.61

2.91

—

2.06

1.40

2020
年

1.30

1.95

1.61

2.77

3.50

—

1.95

—

德国

2011
年

1.07

1.70

1.03

1.45

1.72

1.95

1.35

1.07

2014
年

0.93

1.82

1.51

1.38

1.66

1.98

1.39

0.93

2017
年

1.24

1.80

1.43

1.40

1.59

2.53

1.49

1.24

2020
年

1.18

1.82

1.61

1.44

1.62

3.52

1.60

1.18

注：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库（https://unstats.un.org/）数据计算整理；“—”表明相关数据缺失。表中仅针对 2020 年在全球市场出口金额高
于 10 亿美元的产品进行分析
Note: Calculated and collated according to UN Comtrade database data, ‘ — ’  indicates that relevant data is missing. The table only shows products 
with an export value of more than $1 billion in the global market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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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8　2011—2020年中国、日本、德国专用设备制造业产品价格指数（PI）

Table 8　Speci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product price index of China, Japan, and Germany from 2011 to 2020

HS 
编码

8419

8443

8477

8479

8480

9018

9019

9022

HS 商品名称

通过改变温度（如加热、蒸煮等）处理物料的机
器、设备或实验室设备；非电动的瞬间式或蓄能
式热水器

印刷机械，包括喷墨印刷机，但标号8471除外；
辅助印刷用的机器

机械设备；用于加工橡胶或塑料或用这些材料制
造产品

具有独立功能的机械和机械设备

金属铸造用模盒，模制图案，金属模具（不包括铸
锭模具），硬质合金，玻璃，矿物材料，橡胶或塑料

用于医学、外科、牙科或兽医科学的仪器和器具，
包括闪烁仪、其他电子医疗仪器和视力测试仪器

机械治疗器具、按摩器具；心理能力倾向测验仪；
臭氧，氧气，气溶胶治疗，人工呼吸或其他治疗呼
吸设备

X射线、α射线、β射线、γ射线仪器；X射线管、X
射线发生器、高压发生器、控制面板和桌子、屏
幕、检查或治疗桌、椅等

中国

2011
年

—

—

—

—

0.33

0.10

0.11

—

2014
年

0.62

—

—

—

0.69

—

—

—

2017
年

0.28

—

—

—

0.37

0.11

0.09

—

2020
年

0.38

0.60

—

—

—

0.11

—

—

2011
年

1.47

—

1.64

—

3.39

1.53

1.55

1.13

日本

2014
年

1.32

1.95

1.39

2.51

2.91

—

1.78

1.32

2017
年

1.29

2.01

1.83

2.61

2.91

—

2.06

1.40

2020
年

1.30

1.95

1.61

2.77

3.50

—

1.95

—

2011
年

1.80

1.09

1.73

1.05

1.47

1.72

1.95

1.36

德国

2014
年

1.78

0.94

1.85

1.54

1.41

1.66

1.98

1.40

2017
年

1.77

1.26

1.83

1.45

1.42

1.59

2.53

1.49

2020
年

2.02

1.19

1.85

1.63

1.47

1.62

3.52

1.61

注：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库（https://unstats.un.org/）和 WTO 数据库（https://data.wto.org/en）数据计算整理；“—”表明相关数据缺失；表
中仅针对 2020 年在全球市场出口金额高于 10 亿美元的产品进行分析
Note: Calculated and collated according to UN Comtrade database and WTO database data, ‘— ’  indicates that relevant data is missing. The table only 
shows products with an export value of more than $1 billion in the global market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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