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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0年全球贸易回顾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贸易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2020 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下滑 5.3%，

第二季度全球贸易量环比下降 14.3%，其中欧美和北美贸易量萎

缩程度最为严重，分别下滑 21%和 20%。随着全球集装箱吞吐量和

制造业出口订单的增加，第三季度全球贸易增速约为 2.5%。 

中国作为 2020年唯一经济正增长的国家，主要得利于进出口

的优秀表现。中国在疫情率先控制、生产率先修复的背景下，国

内生产弥补了海外市场因疫情导致供给受限造成的供求缺口，这

是我国出口高增的主要原因。2020 年中国全年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1.51%，中国出口额占全球的比重由疫情之前的 13%左右攀升至

14.7%。 

图 1  全球主要经济体商品进口总额（百万美元）    图 2  全球主要经济体商品出口总额（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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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TO、一德宏观战略部 

二、我国进出口情况 

2020 年，我国贸易差额从 2019 年的 2.9 万亿增长到 3.7 万

亿人民币，增幅 27%，这是史上最高的贸易差额。从国别来看，

我国主要进出口国家相比 2019年均出现正增幅，其中欧盟、美国

是我国主要出口国家。疫情以来，在国内传统劳动力密集产品出

口下降的同时，塑料制品、纺织制品、医药品、自动数据处理设

备等商品占我国主要出口占比，特别是在去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

持续升值的背景下，上述出口商品依然维持较高的增速。其中塑

料制品出口在海外疫情反弹的背景下，当月同比增长一度超过

100%；纺织制品、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出口月均超过 30%。与此同

时，国内进口增长持续维持低位。2020年，我国对美国、欧盟进

口同比上一年累计增长 10.1%、2.6%。海外疫情导致了供给制约

对我国进口的影响，不过在谷物、肉、糖、钢铁、纸制品、有色

金属的进口商品额增幅最高，均在 30%以上。 

2021年 1-3 月，受海外经济景气持续回暖的拉动，国内出口

增长保持强劲，贸易顺差维持高位，对国内经济增长形成较强的

拉动。2021 年第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8.47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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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29.2%。其中，出口 4.61万亿元，增长

38.7%；进口 3.86 万亿元，增长 19.3%；贸易顺差 7592.9 亿元，

扩大 690.6%。 

图 3  中国近 10 年进出口商品总值表（亿元人民币）  图 4  中国 2020 年主要进出口国家（万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官网、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5  中国 2020 年主要进出口贸易方式             图 6  中国进出口商品（万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官网、一德宏观战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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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主要贸易合作伙伴 

(一)中美贸易 

美国作为我国第二大贸易进出口国家，自从两国贸易纠纷升

级之后，两国之间的进出口也受到了影响。最为大家熟知的便是

中美贸易战，事件主要发展经过如下： 

2017年 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

对中国开展 301 调查。2018 年 3 月，USTR 发布了调查结果《301

报告》，指控中国存在强迫技术转让、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问题，

特朗普据此对华加征关税。 

2018年 5月 3日，中美首轮贸易磋商在京举行，双方就扩大

美对华出口、双边服务贸易、双向投资、保护知识产权、解决关

税和非关税措施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有些领域达成了共识。 

2018 年 5 月 17 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中方代表团赴美进

行中美第二轮贸易磋商。 

2018年 6月 2日，中美第三轮贸易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

落实两国在华盛顿的共识，在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了良好

沟通，取得了积极的、具体的进展。 

2018年 6月 18日，特朗普宣称将对 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



 
联系我们 

征 10％关税；并威胁如果中国反击，美国将对另外 2000 亿美元

的中国商品追加额外关税。 

2018年 11月 2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更新了 301

调查报告，指责中国政府支持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偷窃活动还在继

续。 

2019年 1月 7日至 9日，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了第五轮经贸

磋商，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交流，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2019年 4月 3日至 5日，中美牵头人共同主持第九轮中美经

贸高级别磋商。双方讨论了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措

施、服务业、农业、贸易平衡、实施机制等协议文本。 

2019 年 4 月 25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 2019 特别 301

报告及恶名市场名单，就全球贸易和知识产权发展情况进行总结

和回顾。该《报告》对 100 余个贸易伙伴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进

行了审议和评价， 将中国、印度、俄罗斯等 11 个国家列入“优

先观察国家”名单，将巴西、瑞士、泰国等 25个国家列入“观察

国家”名单。 

2019 年 5 月 10 日，中美第十一轮高级别经贸磋商在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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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澄清了立场，并讨论了下一步磋商的内

容。 

2019 年 7 月 30 日，为期两天的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

商在上海结束，此次磋商并无任何实质性进展，旨在为接下来的

谈判起到承前启后的铺垫作用。 

2019 年 9 月 1 日，特朗普 8 月 1 日晚间宣布，9 月 1 日起将

对中国进口的 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 10%的关税，本轮为美国对华

第 4 轮加征关税。 

2019 年 9 月 19 日，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在华盛顿举行副部级

磋商，就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了建设性的讨论。 

2019年 10月 10日，中美举行第十三轮经贸高级别磋商。 

2020 年 1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代表中美双

方在美国华盛顿白宫东厅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即《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 

历时两年多，历经 13 轮经贸高级别磋商、20 多次牵头人电

话磋商，中美第一阶段中贸协议达成。该协议总共九个章节，对

知识产权、技术、食品及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等方面均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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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下半年，随着美国疫情缓和及财政刺激发挥作用，美国经

济景气回升，国内需求迅速改善，但由于生产回升较慢，需求的

增长加大了美国对我国进口的依赖，这一点从我国对美国出口增

长的变化可以看出。因此，尽管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快速复苏，

但仍很难很快弥补供给端的缺口，二季度我国对美国出口有望继

续增长，增速或放缓。长期来看，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会结束，

很有可能出现竞争中寻求一种合作模式，形成一种合作中竞争，

竞争中共赢的局面。 

图 7  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万元人民币）           图 8  中国对美国进口额（万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官网、w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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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欧贸易 

在疫情的冲击下，欧盟对外贸易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2020

年，中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全年实现贸易总额 5860.32

亿欧元，同比增长 4.46％。中国在欧盟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比达到

16．07％。虽然从进出口总额来看，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是将进出口市场分开来看，中国只是欧盟最大的进口来源地，

在欧盟出口市场的排名中仅位居第三。美国和英国是欧盟第二大

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分别在贸易总额中占比 15.22%和 12.20%。 

2020年中欧双方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联

盟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为之后中欧投资协定的达成奠定了

基础。2020 年 12 月底，中欧双方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达成了一份平衡、高水平、互利共赢的投资协定，协定涉及领域

远远超越传统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成果涵盖市场准入承诺、公平

竞争规则、可持续发展和争端解决四方面内容。同时，在全球海

运、航运因疫情影响运力严重下降的 2020年，中欧班列逆势增长，

运输优势逐渐显现，成为防疫物资重要运送通道，也为稳定中欧

供应链和贸易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中欧贸易合作的改变，为今后中欧合作发展带来了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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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坚持将落实“欧洲绿色协议”作为各国经济恢复过程中的重

要任务；中国出台的经济复苏和刺激计划，在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可再生能源、更健康的城市等重点领域开展投资。两者均

着眼于绿色发展。另外，双方在深化环境技术、循环经济、清洁

能源、可持续金融等领域将有广泛的合作需求。 

图 9  中国对欧盟出口额（万元人民币）           图 10  中国对欧盟进口额（万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官网、w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11  欧盟五大货物贸易（进口）合作伙伴        图 12  欧盟五大货物贸易（出口）合作伙伴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一德宏观战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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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英贸易 

2020 年 1 月 31 日，英国正式“脱欧”，结束 47 年欧盟成员

国身份。自此之后，英国在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离开欧盟，但在经

济、贸易和安全方面仍属欧盟关系。2020年 12月 24日，英国和

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12 月 28 日，欧盟成员国批准英欧贸易

协议，并宣布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协议由欧盟所有 27

个国家政府在当地时间 29 日进行书面批准。2021 年 1 月 1 日之

后，英国退出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联盟。 

根据 2020 年英国统计局的统计，2020 年英国的进出口总值

中，向欧盟的出口占总额的 46.5%，向欧盟的进口占 53.9%。尽管

2020年中国对英国的进出口仅排在第八位，但中国仍是英国主要

的进出口贸易国家（欧盟之外）。中国是英国在欧盟之外最大的进

口国，第二大出口国。2021年英国正式完成脱欧后，劳工问题将

会成为阻碍英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再加上疫情的催化，

英国缺乏劳动力而导致的供需缺口问题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

中国对英国的贸易出口或将维持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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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中国对英国出口额（万元人民币）           图 14  中国对英国进口额（万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官网、w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15 英国五大贸易（进口）合作伙伴（欧盟以外） 图 16 英国五大贸易（出口）合作伙伴（欧盟以外） 

  

数据来源：英国统计局、一德宏观战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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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日贸易 

日本是我国第三大主要进出口国家，2020年中日贸易企稳回

升，实现逆势增长。根据中方统计，去年中日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3175亿美元，同比增长 0.8%。在全球贸易和日本对外贸易整体萎

缩的大背景下，中日贸易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日方统计显示，

去年日本对全球出口额同比减少 11.1%，但在中国市场需求的带

动下，日本的汽车、半导体等产品对华出口大幅增加，拉动日本

全年对华出口增长了 2.7%。日本对华出口占整个对外出口的比重

已上升到 22%，中国再次成为日本最大出口市场，连续 14年成为

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从中日地方合作来看，在中国各省区市与

日本合作指数排名中，上海市、江苏省 、广东省、浙江省、辽宁

省位居前五。在日本各都道府县中，大阪府对中国出口额最高，

高知县出口额增速最大；东京都自中国进口额最高，宫崎县进口

额增速最大。 

今年是我国开启十四五规划年，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

施，相信中日之间的贸易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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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中国对日本出口额（万元人民币）          图 18  中国对日本进口额（万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官网、w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五)中韩贸易 

韩国是我国第四大进出口国家，并且我国对韩国的进口大于

出口，且进口一直处于增长态势。2020年中韩两国贸易总额重新

突破 3000亿美元大关，充分说明了中韩经贸合作的互补性和巨大

潜力。2021年 2 月 26日，中国商务部与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

过视频举行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中韩自贸

协定 2015年 12月 20 日正式生效，至今已进行了七次关税削减，

零关税贸易额覆盖率超过 55%。由于 RCEP的签署，再加上在 RCEP

里中国和韩国之间本来就有自贸协定做基础，中日韩自贸协定实

现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后期两国经贸合作也将进一步提质升级，

加快编制《中韩经贸合作联合规划(2021-2025)》，继续深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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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南方”“新北方”政策对接，推进中韩

产业园合作等。 

图 19  中国对韩国出口额（万元人民币）         图 20  中国对韩国进口额（万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官网、w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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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1-6561 2079  450008 

日照营业部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石臼街道海曲东路 386号天德海景城 A 栋 5701、5702 室 

 0633-2180 399  276800 

宁波营业部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彩虹南路 11号嘉汇国贸大厦 A 座 2006室 

 0574-8795 1915  315181 

唐山营业部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翔云道唐山金融中心金融大厦 2 号楼 905 室 

 0315-578 5511  063000 

烟台营业部 

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77号 3303-3304室 

 0535-2163 353  265503 

杭州营业部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瑞立江河汇大厦 801 室 

 0571-8799 6673  3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