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主導全球出口動能 觸頂 

資料蒐集：工商時報 

近年新冠肺炎疫情對國際經濟造成的影響甚鉅，率先走出疫情的中國也搶先各國經濟復甦。聯

合國最新報告指出，中國在全球出口總額所占比重於 2020 年已上升至將近 15％，穩坐全球之

冠，但隨中國內需增加以及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主導地位恐將見頂。 

路透引述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7 日公布的報告指出，2020 年全球貨物出口總

額排名中，中國所占比重居冠，達 14.7％，較 2019 年占比 13.2％上升 1.5 個百分點。美國則

以 8.1％位居第二，德國以 7.8％名列第三。 

 

數據顯示，中國的出口增長趨勢至 2021 年初仍持續攀升，2021 年第一季中國出口總額較

2020 年同期激增近 50％至 7,100 億美元，相較於疫情爆發前的 2019 年第一季則增長 27％。 

 

報告指出，中國成為全球主要出口國的主因，需追溯至其於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據統計，中國當時在全球總出口量占比不足 5％，但隨全球價值鏈形成，使中國得

以發揮製造潛能，出口量逐年上升。 

 

WTO 數據指出，中國自 2009 年起出口量在全球占比達 9.6％，取代德國和美國，躍居全球出

口首位。至 2020 年占比達 14.7％，11 年間共上升 5.1 個百分點。UNCTAD 表示，中國在短

期內仍將是全球最大出口國，但中國總出口量在全球經濟中主導地位，可能正在觸頂。 

 

報告指出，隨經濟逐步發展，中國將越來越依賴國內需求而非海外需求，使出口對國內經濟的

重要性降低。持續上升的中國勞動力成本，也使勞力密集的行業競爭力下降，導致相關製造業

「回流」至自動化程度提高的發達國家。 

 

此外，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溫，以及全球社會和環境問題缺乏解決機制的背景下，將推進「去

全球化」發展進程，使中國等主要出口國家面臨重大影響。 UNCTAD 指出，中國貿易猛增同

時在國際引起政府補貼、貿易配額和智財權等爭議。 

 

中國海關總署日前公布數據指出，以人民幣計價，中國 2021 年第一季出口額年增 38.7％。海

關總署表示，中國外貿雖保持恢復性增長，但全球疫情未平，世界經濟形勢仍舊嚴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