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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进口路线图（2019）》（简称《进口路线图》）作为《进口商

品采购指南》的重要部分，面向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

博会）的国内各省区市采购企业提供详实的采购指引。《进口路线图》

共分为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国家市场篇”。关注 2018 年全球主要工业国（G7）

和“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贸易国的出口规模、增速以及中国市场占这

些国家出口总额的比重。对于中国来说，进口来源国/地区的结构变

化同样重要。我们梳理出 2018 年中国前 10 大进口来源国/地区的份

额变化和同比增速，列举市场份额上升和下降较大的前 10个国家。 

第二部分“行业商品篇”是《进口路线图》的主体部分。第二届

进博会共有 6 大展馆展区：科技生活、汽车、装备、医疗器械/医药

保健、品质生活和食品/农产品。相应的，我们按照中国海关公布的

《主要进口商品参数表》，将相关商品划分为 6大类：消费电子/家电、

汽车、制造装备、医疗器械/医药、服装服饰/日用消费品、食品/农

产品。首先，通过图表呈现各类商品的全球主要出口国及中国的比重。

然后，从各类商品中筛选中国进口额最大的 5种商品（精确到 6位海

关编码，HS6），列举 2018 年美国、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的部分出

口商。这些出口商均为当年有出口实绩的真实卖家，便于国内采购企

业精准对接。 

第三部分是“进口省市篇”。本篇对 2018 年进口额前 10 位省区

市（广东、北京、上海、江苏、山东、浙江、天津、福建、辽宁和四



                           

 

川）的进口来源地和商品进行详细分析，分别从规模、比重、增速等

方面分析各省市的进口特点和最新变化。 

第四部分是“进口来源多元化篇”。在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两

国互加关税商品的范围均有所扩大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应加快进口来

源多元化的步伐，寻求开拓欧洲、亚洲等美国以外的进口来源地。根

据苏伊士运河某船公司的提单数据，我们呈现欧洲主要工业国（德、

法、英、意）前 10 类出口商品中排名靠前的出口企业，同时根据韩

国、印尼的出口特点，列出两国主要出口商品交易频次较高的部分企

业，助力国内采购企业拓展进口渠道、提升进口质量和效率。 

第五部分是“市场调研篇”。我们对 2019年上半年的进口汽车市

场及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几类大宗商品行业进行了初步市场调研，援引

的数据来自中国进口汽车市场信息联席会、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海

关、国际能源署、美国能源信息署等权威机构。通过数据分析，试图

发掘这些行业在进口规模、价格、增速、结构、来源地变化及其原因。 

 

特别说明： 

1.（1）“行业商品篇”中列举的部分出口商是货运代理或供应链

管理公司，并不是卖家公司或货主；（2）印度仅提供金额数据，美国

仅提供重量数据，未列举出口额或出口量过小的企业（数据均来自各

国原始提单，仅供参考）。 

2.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均作为独立的贸易经济体（或

特别关税地区）存在。“中国”无论作为出口国、还是进口国，数据统



                           

 

计口径均不包括港澳台。 

3.本报告统一按照《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简称“协调制

度”）对商品进行归类，“协调制度”又称 HS(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这是由世界海关组织

主持制定的一部供海关、统计、进出口管理及与国际贸易相关各方共

同使用的商品分类编码体系。目前世界 200多个国家/地区使用 HS编

码，全球 90%以上的货物贸易商品均按 HS编码分类。本报告对部分 4

位、6位编码商品的范围进行了界定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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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国家市场篇 

一、世界主要工业国（G7）出口情况 

2018年，世界主要工业国（G7）中对中国出口最多的是日本，出

口额达 1434.2 亿美元，占其出口世界总额的 19.5%，对中国出口同

比增长 8.3%，上升势头良好。美国对中国出口 1203.4亿美元，占其

出口世界总额的 7.2%，2018年因中美贸易战原因同比下降 7.7%，在

中国的贸易版图中地位有所下降。德国对中国出口 1108.0 亿美元，

占其出口世界总额的 7.1%，2018年同比上升 12.2%。其余 G7国家对

中国出口均未超过 300 亿美元，可特别关注对华出口增速较快的英

国、加拿大、法国三国，2018年对中国出口同比增长 29.5%、17.1%、

14.4%。详见表 1-1。 

 
表 1-1 2018年 G7国家出口额及增速 

二、“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出口国情况 

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大国中对中国出口最多的是俄罗

斯，出口额达 560.4亿美元，占其出口世界总额的 12.5%，同比增长

44.0%，增长幅度较大。新加坡对中国出口 504.1 亿美元，占其出口

世界总额的 12.2%，同比下降 6.7%。马来西亚对中国出口 343.8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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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其出口世界总额的 13.9%，2018年同比上升 16.9%，涨幅较大。

其余国家对中国出口均未超过 300亿美元，印度、印尼对华出口增速

较快，2018年对中国出口分别同比增长 30.4%、18.1%。详见表 1-2。 

 
表 1-2 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贸易国出口额及增速 

三、中国主要进口来源地 

2018年，中国前 6大进口来源地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美国、

德国、澳大利亚分别占中国进口总额的 9.5%、8.5%、8.3%、7.3%、5.0%

和 4.9%，与 2017年相比，前 6大来源地的份额均呈现降低趋势。第

7到第 10进口来源地巴西、越南、马来西亚、俄罗斯分别占中国进口

总额的 3.6%、3.0%、3.0%、2.8%，除马来西亚保持不变外，其余三国

的份额均有提升，有较强潜力。从同比来看，增加最多的是俄罗斯、

巴西、越南，进口额分别同比上升 42.9%、31.9%、26.8%，可重点关

注。详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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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18年中国主要进口来源地份额及增速 

四、在华市场份额增长或下降的国家/地区 

2018 年，从在华市场份额增长或下降的国家/地区来看，美国、

日本、新加坡、德国、澳大利亚是份额下降最多的国家，分别下降 1.1%、

0.5%、0.3%、0.3%、0.2%；俄罗斯、巴西、沙特、伊拉克、越南是份

额上升最多的国家，分别上升 0.5%、0.4%、0.4%、0.3%、0.3%。详见

表 1-4。 

 

表 1-4 2018年在华市场份额上升或下降的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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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行业商品篇 

第二届进博会的 6大展区涉及消费电子/家电、汽车、制造装备、

医疗器械/医药、服装服饰/日用消费品、食品/农产品等 6大类商品。

瀚闻智库根据“全球贸易观察（GTF）”和“全球贸易监测分析系统（GTA）”

两个外贸大数据系统，列举 2018年部分重点进口商品的对华出口商，

国别仅限美国、墨西哥及俄罗斯、印度等“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大国。 

一、消费电子/家电类 

1、全球主要出口国 

消费电子/家电类包括 22种子商品（精确到 6位海关编码，HS6），

2018 年中国的进口额达到 257.1 亿美元。从全球范围看，美国、德

国、韩国、泰国、中国台湾和日本是除中国大陆以外的主要出口国/

地区。中国大陆市场对于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比较重要，分别占 3

个经济体出口总额的 22%、19%和 17%。详见图 2-1。 

 
图 2-1 2018年消费电子/家电主要出口国 

2、出口商列举 

无线电设备零件、网络通讯设备、摄像/照相机、空气净化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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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导航设备是中国进口额最大的 5 种消费电子/家电类商品，2018

年进口额分别是 119.3亿、60.5亿、45.0亿、12.3亿和 4.0亿美元。

美国、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部分对华出口商列举如下。 

2.1无线电设备零件（HS852990） 

此处“无线电设备零件”包括电视机、收音机、雷达、数字摄像

机或照相机零件。从对华出口商来看，美国多以货运代理或供应链管

理公司的名义出口。印度 BARCO公司出口额在 600万美元以上，值得

关注。详见表 2-1。 

 

表 2-1 2018 年美、墨、俄、印无线电设备零件对华出口企业 

2.2网络通讯设备（HS851762） 

此处“网络通讯设备”包括电话交换机、以太网络交换机、调制

解调器、集线器等。从对华出口商来看，美国一般以货运代理或供应

链管理公司的名义出口。墨西哥福特汽车公司出口额在 600万美元以

出口国/出口商 重量(千克） 金额（千美元）

印度

BARCO ELECTRONIC SYSTEMS PRIVATE LIMITED -- 6396.9

MAGNETI MARELLI UM ELECTRONIC SYSTEMS PRIVATE LIMITED -- 95.6

KION INDIA PVT. LTD. -- 63.3

FLEXTRONICS TECHNOLOGIES (I) P.LTD. -- 12.0

PENINSULA ELECTRONICS, -- 11.7

墨西哥

SAMSUNG MEXICANA SA DE CV 196998.9 1338.2

ZAT LOGISTICS SA DE CV 72294.8 227.9

SANYO CUSTOMS BROKERAGE SA DE CV 43821.3 46.9

SHARP ELECTRONICA MEXICO SA DE CV 41988.9 16.3

俄罗斯

АО "КОНЦЕРН ВКО "АЛМАЗ-АНTЕЙ" 1070.7 6735.4

ПАО КОМПАНИЯ СУХОЙ 151.1 1740.6

ООО "ФЛЕКСИКО" 348.0 57.8

美国

DLS LOGISTIC SERVICE LLC 9088.0 --

CAROTRANS INTERNATIONAL, INC. 4802.7 --

UPS OCEAN FREIGHT SERVICES INC 176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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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俄罗斯、印度企业出口额较小，竞争力较弱。详见表 2-2。 

 

表 2-2 2018 年美、墨、俄、印网络通讯设备对华主要出口企业 

2.3摄像/照相机（HS852580） 

此处“摄像/照相机”包括广播级/家用型电视摄像机、视频摄录

一体机和数码相机等。从对华出口商来看，美国 MODE TRANSPORTATION

公司（一家国际物流公司）出口量为 11 吨左右，但出口额不详；俄

罗斯、印度、墨西哥的对华出口额较少，三国出口规模最大的企业仅

70多万美元。详见表 2-3。 

出口国/出口商 重量(千克） 金额（千美元）

印度

JUNIPER NETWORKS SOLUTION INDIA PRIVATE LIMITED -- 1746.4

ALCATEL- LUCENT INDIA LIMITED -- 1414.3

COMBA TELECOM INDIA PVT. LTD. -- 335.9

ECI TELECOM INDIA PVT. LTD. -- 146.7

NOKIA SOLUTIONS AND NETWORKS INDIA  PVT LIMITED -- 110.9

墨西哥

FORD MOTOR COMPANY SA DE CV 5568950.4 6726.2

FLEXTRONICS MANUFACTURING MEX SA DE CV 33319.9 163.7

SANMINA-SCI SYSTEMS DE MEXICO SA DE CV 13279.0 63.3

俄罗斯

АО "КОНЦЕРН ВКО "АЛМАЗ-АНТЕЙ" 112.4 825.7

ООО "ИНФИНЕТ" 1473.2 273.2

美国

BDP TRANSPORT, INC. 48397.4 --

FLEXTRONICS TECHNOLOGIES SAN LUIS 35226.0 --

SEA-AIR CARGO EXPEDITORS, INC. 23904.0 --

CTL USA INC 22244.0 --

FEDEX TRADE NETWORKS TRANSPORT& & BROKERAGE INC. 15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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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2018 年美、墨、俄、印摄像/照相机对华主要出口企业 

2.4空气净化机（HS842139） 

此处“空气净化机”包括家用型气体的过滤/净化装置和工业用

除尘器。从对华出口商来看，2018年美国多以货物代理及供应链管理

公司名义进行出口，出口量最多的 DSV公司（一家国际物流公司）为

450多吨。本田美洲贸易公司（HONDA TRADING AMERICA CORP）自营

出口量为 34 吨左右，但未列入下表。此外，墨西哥公司年出口额近

2000万美元，规模比较可观。详见表 2-4。 

出口国/出口商 重量(千克） 金额（千美元）

印度

ADITYA INFOTECH LTD. -- 717.0

FLEXTRONICS TECHNOLOGIES (I) P.LTD. -- 162.9

SAMSUNG INDIA ELECTRONICS PRIVATE LIMITED -- 55.0

ICT SERVICE MANAGEMENT SOLUTIONS (INDIA) PVT LTD -- 30.7

墨西哥

MT DE MEXICO S. DE R.L. DE C.V. 3352.0 27.4

俄罗斯

АО "ДИАКОНТ" 199.7 284.2

ООО "ИНСТЕР ГРУП" 54.5 112.0

美国

MODE TRANSPORTATION CO.,LTD 11330.8 --

TROY CONTAINER LINE LTD 5708.0 --

CARO TRANS INTERNATIONAL 347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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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2018年美、墨、俄、印空气净化机对华主要出口企业 

2.5无线导航设备（HS852691） 

此处“无线导航设备”主要指汽车用无线电导航设备。从对华出

口商来看，美、墨、俄出口的无线导航设备非常有限。美国出口最多

的企业出口量仅 4 吨，俄罗斯则为 80 多万美元。印度对华出口量很

少,可忽略不计。详见表 2-5。 

 
表 2-5 2018 年美、墨、俄无线导航设备对华主要出口企业 

二、汽车类 

出口国/出口商 重量(千克） 金额（千美元）

印度

ATLAS COPCO (INDIA) LIMITED -- 1611.7

H-D MOTOR COMPANY INDIA PRIVATE LIMITED -- 1308.1

FREUDENBERG FILTRATION TECHNOLOGIES INDIA PVT.LTD. -- 697.2

KLENZAIDS CONTAMINATION CONTROLS PVT LTD -- 380.9

SUD-CHEMIE INDIA PVT LTD. -- 240.8

墨西哥

AUDI MEXICO S.A DE C.V. 133547986.3 19793.6

NISSAN MEXICANA SA CV 75544450.6 3973.3

ACS INTERNACIONAL SA DE CV 639859.0 3454.9

DANFOSS INDUSTRIES SA DE CV 9029418.0 1362.8

FORD MOTOR COMPANY SA DE CV 6201304.1 1082.4

俄罗斯

АО "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ДВИГАТЕЛЕСТРОИТЕЛЬНАЯ КОРПОРАЦИЯ" 23.8 252.3

ООО"ТНГ-СЕРВИС" 23600.0 60.0

ООО "СИСТГА" 232.0 25.2

美国

DSV AIR&SEA INC 458863.6 --

BLUE ANCHOR AMERICA LINE 220588.0 --

WESTERN SHIPPING AMERICA INC. 251929.0 --

GREEN WORLDWIDE SHIPPING LLC 187013.0 --

出口国/出口商 重量(千克） 金额（千美元）

墨西哥

FORD MOTOR COMPANY SA DE CV 1767939.0 432.3

俄罗斯

ПАО "АЭРОФЛОТ-РОССИЙСКИЕ АВИАЛИНИИ" 101.1 809.0

ООО "СИСТЕМА ЭКСТРЕННОЙ ПОМОЩИ" 548.6 228.8

ООО "ЦЗЮЛУНФУ ТОРГОВЛЯ" 193.2 56.1

ООО "ФОРТ-ТЕЛЕКОМ" 200.8 48.8

美国

XPO GLOBAL FORWARDING INC 444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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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主要出口国 

汽车类包括 18种子商品（精确到 6位海关编码，HS6），2018年

中国的进口额达到 505.1 亿美元。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

据，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乘用车销售市场，2018 年的乘用车销量为

2370.98 万辆，同比下降 4.08%。尽管整体销量下降，但电动汽车、

混合动力汽车却在逆势增长。在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中国市场

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仍将处于快速增长期，未来巨大的潜力依然吸引全

球车企的目光。 

从全球范围看，德国、日本、美国、英国、意大利和斯洛伐克是

除中国以外的主要汽车出口国（不分车型、品牌；含货车和特种车辆）。

中国市场对于德国、日本等汽车出口大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详见图

2-2。 

 

图 2-2 2018年汽车主要出口国 

2、出口商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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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大中小排量汽车的进口额分别是 74.0 亿、368.4 亿

和 11.4 亿美元。美国、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部分对华出口商列举

如下。 

2.1中排量汽车（HS870323） 

从对华出口商来看，福特墨西哥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 

SA DE CV）的中排量汽车出口额达 2.5亿美元，相比之下，俄罗斯出

口最多的企业出口额仅 140多万美元。Dapex公司是美国的一家国际

货运代理公司，代理出口中国的汽车数量在 500 多吨。详见表 2-6。 

 

表 2-6 2018 年美、墨、俄、印中排量汽车对华主要出口企业 

2.2大排量汽车（HS870324） 

从对华主要出口商来看，美国企业多以货运代理、供应链管理公

司的名义出口。墨西哥、俄罗斯出口最多的企业出口额分别为 660多

万美元和 190多万美元。详见表 2-7。 

国别/出口商 重量（千克） 金额（千美元）

印度

BRIDGE MARKETING PVT LTD -- 31.7

墨西哥

FORD MOTOR COMPANY SA DE CV 86088775.0 252538.5

MARSHALL LEEDS ENTERPRISES S RL DE CV 1859911.0 22234.3

TOPPINO INTERNACIONAL S.R.L. DE C.V. 2595519.0 7572.4

TWS WORLDWIDE SA DE CV 2211300.0 3929.6

VOLKSWAGEN DE MEXICO SA CV 9801008.0 1009.4

俄罗斯

ООО "МИЛЯ" ПО ПОРУЧЕНИЮ ООО "ЛИФАН МОTОРС РУС" 65430.0 1472.3

ООО "ПРЕМИУМ СУРС" 24082.0 892.0

ООО "TРИУМФ" 23864.0 851.3

ООО "ГАЗНЕФTЕПРОМ ИНВЕСT ГРУПП" 23826.0 758.2

ООО"ЭМИРА" 19520.0 643.6

美国

DAPEX INC. 530008.0 --

TRT INTERNATIONAL, LTD 216268.0 --

WEST COAST SHIPPING 10484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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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2018年美、墨、俄大排量汽车对华主要出口企业 

2.3小排量汽车（HS870322） 

从对华主要出口商来看，墨西哥大众汽车公司（VOLKSWAGEN DE 

MEXICO SA CV）对华出口额高达 1.2亿美元，印度尼桑汽车公司对华

偶有出口，数量极有限。详见图 2-8。 

 

图 2-8 2018年美、墨、印小排量汽车对华主要出口企业 

三、制造装备类 

1、全球主要出口国 

制造装备类包括 129 种子商品（精确到 6 位海关编码，HS6），

2018 年中国的进口额达到 500.4 亿美元。从全球范围看，日本、德

国别/出口商 重量（千克） 金额（千美元）

墨西哥

GALVIO GROUP  S. DE RL. DE CV. 650902.0 6671.3

CUAUHTEMOC APOLO JASSO SALINAS 756710.0 1335.3

COMERCIALIZADORA INTEGRAL DE SEGURIDAD PRIVADA

PROFESIONAL SA DE CV
783578.0 1072.5

HOTELMASAUTO SA DE CV 606338.0 989.2

PROMOTORA CARIBE&A SA DE CV 621535.0 693.2

俄罗斯

ООО "САМСОН" 36465.0 1943.9

ООО "ПРЕМИУМ СУРС" 35221.0 1159.1

ООО"ЭМИРА" 16680.0 762.5

ООО "ВЛВ ГРУП" 15295.0 503.4

ООО "ЛЕТАЙ" 15260.0 462.7

美国

LUCKY FREIGHT INC 45388.0 --

PEN EVE INTERNATIONAL LLC 8841.0 --

CFR RINKENS LLC 3052.7 --

PROLINE SHIPPING INC 2200.0 --

SHIPCO TRANSPORT INC(IND BRANCH) 2034.8 --

国别/出口商 重量（千克） 金额（千美元）
印度

NISSAN MOTOR INDIA PVT. LTD. -- 155.1

FORD INDIA PVT. LIMITED -- 40.5

墨西哥

VOLKSWAGEN DE MEXICO SA CV 48912896.0 125307.4

美国

DHL GLOBAL FORWARDING D/B/A DANMAR 5500.0 --



                           

 12 / 50 

国、美国、荷兰、韩国和新加坡是除中国以外的主要出口国。中国市

场对于韩国、日本比较重要，分别其出口总额的 30%和 24%。如图 2-

3。 

 

图 2-3 2018年制造装备主要出口国 

2、出口商列举 

半导体生产线、平板显示器生产线、印刷设备零件、加工中心和

印刷机是中国进口额最大的 5种制造装备（含零件），2018年进口额

分别是 112.5亿、103.4亿、47.2亿、34.7亿和 12.3亿美元。美国、

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部分对华出口商列举如下。 

2.1半导体生产线（HS848620） 

此处“半导体生产线”包括制造半导体或 IC 的热处理、沉积、

清洗、光刻、剥离等一系列生产设备。从对华出口商来看，美国多以

货运代理或供应链管理公司的名义从事出口。印度对华出口量较小忽

略不计，未发现俄罗斯、墨西哥对华出口此类商品。详见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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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2018年美国半导体生产线对华主要出口企业 

2.2平板显示器生产线（HS848630） 

此处“平板显示器生产线”包括制造平板显示器的热处理、沉积、

清洗、光刻等一系列生产设备。从对华出口商来看，美国 ECU 

WORLDWIDE（一家全球性供应链管理公司）向中国出口约 6 吨平板显

示器生产线，未发现俄罗斯、墨西哥、印度企业对华出口的记录。 

2.3印刷机零件（HS844399） 

此处“印刷机零件”包括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及多功能一体

机零件。从对华出口商来看，美国 CAROTRANS公司（一家无船承运商）

的出口量在 1300 吨以上。印度企业对华出口额在 10 到 50 万美元之

间，俄罗斯、墨西哥企业对华出口额较少。详见表 2-10。 

 

表 2-10 2018 年美、墨、印、俄印刷机零件对华主要出口企业 

出口国/出口商 重量（千克）

美国

DHL GLOBAL FORWARDING 26537.1

DEMANKO HLC LOGISTICS, INC. 10229.4

出口国/出口商 重量（千克） 金额（千美元）

印度

PT MATERIALS TECHNOLOGIES INDIA PRIVATE LIMITED -- 505.9

PRITOP TECH PRIVATE LIMITED -- 446.0

ROSSINI INDIA PRINTING ROLLERS PVT. LTD., -- 271.9

MONOTECH  SYSTEMS LIMITED -- 134.4

CRYSTAL IMAGE -- 127.9

墨西哥

FLEXTRONICS MANUFACTURING AGUASCALIENTES SA DE CV 22255.5 93.8

IKASI SA DE CV 22312.8 88.6

CTR INTERNATIONAL SA DE CV 4128.6 42.4

DEL MAR INTERNATIONAL CONSULTER AND BROKER S.A. DE C.V. 30374.4 25.3

俄罗斯

ООО "ДЕЛИЯ" 485.0 29.6

ООО "ДИ ПИ ЭС ИННОВАЦИИ" 22.1 25.3

美国

CAROTRANS INTERNATIONAL INC 1378532.0 --

ECU WORLDWIDE 86070.7 --

NNR GLOBAL LOGISTICS USA INC 9038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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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加工中心（HS845710） 

此处“加工中心”包括立式、卧式、龙门式等各类加工中心。从

对华出口商来看，美国的 EXPEDITORS 公司（一家供应链管理公司）

的对华出口量超过 2000 吨。印度对华出口最多的企业在 210 多万美

元，未发现俄罗斯、墨西哥企业对华出口。详见表 2-11。 

 

表 2-11 2018年美、印加工中心对华主要出口企业 

2.5印刷机（HS844332） 

此处“印刷机”包括打印机、复印件、传真机、多功能一体机等。

从对华出口商来看，美国 EXPEDITORS 公司(一家供应链管理公司)的

出口量在 50 吨左右。墨西哥 GBTL 公司出口额约 10 万美元，其他企

业出口额较小。印度企业出口竞争力弱可忽略不计，俄罗斯企业几乎

没有对华出口。详见表 2-12。 

 

出口国/出口商 重量（千克） 金额（千美元）

印度

ACE MANUFACTURING SYSTEMS  LTD., -- 2148.8

VIGE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PVT.LTD. -- 1497.5

美国

EXPEDITORS LAX 2083145.5 --

SEAHORSE CONTAINER LINES INC 294418.6 --

OCEAN BLUE EXPRESS INC 81909.7 --

C.H. ROBINSON INTERNATIONAL INC 28576.8 --

出口国/出口商 重量（千克） 金额（千美元）

印度

BEST BARCODE SYSTEM PVT LTD -- 31.9

BASAWA TECHNOLOGIES LTD -- 19.2

KOLAM TECHNICAL SERVICES PRIVATE LIMITED -- 12.5

墨西哥

GBTL MEXICO SA DE CV 8340.0 100.0

FLEXTRONICS MANUFACTURING AGUASCALIENTES SA DE CV 4813.3 24.8

美国

EXPEDITORS 51571.4 --

CAROTRANS INTERNATIONAL 11685.0 --

TROY CONTAINER LINE LTD 69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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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2018年美、墨、印印刷机对华主要出口企业 

四、医疗器械/医药类 

1、全球主要出口国 

医疗器械/医药类包括 69种子商品（精确到 6位海关编码，HS6），

2018 年中国的进口额达到 408.0 亿美元。从全球范围看，德国、美

国、瑞士、爱尔兰、法国和意大利是除中国以外的主要出口国。中国

市场占各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均低于 10%。详见图 2-4。 

 
图 2-4 2018年医疗器械/医药主要出口国 

2、出口商列举 

配方药、免疫制品、医疗器具、医用针/管和抗菌素药品是中国

进口额最大的 5 种医疗器械/医药，2018 年进口额分别是 120.8 亿、

47.6亿、29.3亿、18.7亿和 16.9亿美元。除免疫制品外，美国、墨

西哥、俄罗斯和印度部分对华出口商列举如下。（数据库显示，2018

年中国几乎没有从美、墨、俄、印四国进口免疫制品，HS300215。） 

2.1配方药（HS300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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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配方药”指配定剂量或制成零售包装的、混合或非混合产

品构成的药品。从对华出口商来看，印度 DR.REDDYS 企业出口额在

2100多万美元以上。美国一般以货运代理、供应链管理公司的名义出

口，EMO TRANS公司（一家供应链管理公司）的对华出口量在 77吨左

右。墨西哥、俄罗斯企业的出口额较少。详见表 2-13。 

 

表 2-13 2018年美、墨、俄、印配方药对华主要出口企业 

2.2医疗器具（HS901890） 

此处“医疗器具”包括血压仪、内窥镜、透析设备、输血设备、

麻醉设备等。从对华出口商来看，美国一般通过供应链管理公司进行

出口，KUEHNE+NAGEL公司（一家供应链管理公司）出口量超过 400吨。

但也有如 3M 公司和 BAXTER 公司自营出口的企业，出口量比较有限。

印度企业出口额相差不大，均在 100到 200万美元之间。俄罗斯、墨

西哥企业的出口额较少。详见表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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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2018年美、墨、俄、印医疗器具对华主要出口企业 

2.3医用针/管（HS901839） 

此处“医用针/管”指注射器、缝合用针之外的医用针/管。从对

华出口商来看，印度 ZED PLUS公司出口额达 800多万美元。美国一

般以货运代理或供应链管理公司的名义从事出口，其中出口量最多的

EXPEDITORS公司(一家供应链管理公司)在 40吨以上。未发现墨西哥、

俄罗斯企业的出口记录。详见表 2-15。 

 

出口国/出口商 重量（千克） 金额（千美元）

印度

BHAGWATI TRADERS -- 1754.3

SERNEPHRO MEDICAL SERVICES -- 1590.4

INDO-MIM PRIVATE LIMITED -- 1334.9

ASPIRE MARKETEERS -- 1330.2

ROYAL MEDICARE -- 1285.0

墨西哥

JAGUAR TRAFIMAR LOGISTICA SA DE CV 3780.0 81.6

俄罗斯

ИП ПРОКОФЬЕВА АЛЛА ВИКТОРОВНА 22195.8 1768.4

ООО "ЭЙ ЭНД ДИ РУС" 17352.5 558.0

ИП ПРОКОФЬЕВА ЕКАТЕРИНА СЕРГЕЕВНА 5640.0 500.8

ООО "НПП КРИОН" 732.8 66.0

LANTRANS ПО ПОРУЧЕНИЮ ООО "НПО "КРИОН" 1099.2 50.7

美国

KUEHNE+NAGEL INC (TORRANCE) 422045.3 --

3M COMPANY 29294.4 --

BAXTER HEALTHCARE CORP 8876.0 --

出口国/出口商 重量（千克） 金额（千美元）

印度

ZED PLUS -- 8334.1

OHVEM SALES CORPORATION, -- 5341.4

BHAGWATI TRADERS -- 2199.3

NEW TECH MEDICAL DEVICES -- 2082.6

AKIVA MEDICAL DEVICES -- 1769.4

美国

EXPEDITORS 40223.0 --

BDP TRANSPORT, INC. 37083.0 --

KUEHNE +NAGEL INC 131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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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2018年美、印医用针/管对华主要出口企业 

2.4抗菌素药品（HS300420） 

此处“抗菌素药品”主要指含有头孢菌素的药品。从对华出口商

来看，墨西哥 INTERVET MEXICO SA DE CV 公司出口价值 300多万美

元的抗菌素药品，印度 RIDLEY 公司出口额达 150 多万美元。美国则

主要以货运代理或供应链管理公司名义出口，其中，KUEHNE+NAGEL公

司（一家供应链管理公司）的出口量超过 110 吨，其他公司不足 20

吨。未发现俄罗斯企业的出口记录。详见表 2-16。 

 

表 2-16 2018年美、墨、印抗菌素药品对华主要出口企业 

五、服装服饰/日用消费品类 

1、全球主要出口国 

服装服饰/日用消费品类包括 179 种子商品（精确到 6 位海关编

码，HS6），2018年中国的进口额达到 222.7亿美元。从全球范围看，

意大利、法国、瑞士、美国、韩国和日本是除中国以外的主要出口国。

中国市场约占韩国、日本出口总额的 20%和 24%。企业名称详见图 2-

5。 

出口国/出口商 重量（千克） 金额（千美元）

印度

RIDLEY LIFE SCIENCE PVT. LTD -- 1572.7

SUN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LTD. -- 630.9

MARK (INDIA) FORMULATION -- 262.6

墨西哥

INTERVET MEXICO SA DE CV 1089291.5 3648.9

美国

KUEHNE+NAGEL INC. 114370.6 --

SCHENKER INC 18038.0 --

BLUE ANCHOR AMERICA LINE 1422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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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2018年服装服饰/日用消费品主要出口国 

2、出口商列举 

杂项化妆品、自动上弦手表、电动手表、口红和棉质 T恤衫是中

国进口额最大的 5种服装服饰/日用消费品，2018年中国的进口额分

别是 88.1 亿、12.7 亿、7.8 亿、6.5 亿和 6.0 亿美元。美国、墨西

哥、俄罗斯和印度部分对华出口商列举如下。 

2.1杂项化妆品（HS330499） 

此处“杂项化妆品”包括唇用、眼用、指甲用化妆品之外的等各

类美容品、护肤品。从对华出口商来看，美国主要以货物代理或供应

链管理公司名义从事出口业务，EXPEDITORS公司（一家供应链管理公

司）的出口量近 700吨。联合利华公司个人护理用品公司（即 UNILEVER 

HOME AND PERSONAL CARE）和 EDGEWELL个人护理用品公司自营出口

的数量分别在 50 吨和 26 吨左右（未列入下表）。俄罗斯出口额最多

的企业略高于 100万美元，印度对华出口量较小，未发现墨西哥企业

的出口记录。详见表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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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2018年美、俄、印杂项化妆品对华主要出口企业 

2.2自动上弦手表（HS910221） 

此处“自动上弦手表”指除金属表壳之外的其他自动上弦手表。

中国的主要进口来源地是瑞士、日本和德国等国，自美国、墨西哥、

俄罗斯、印度的进口量较小，暂不列举出口商名单。 

2.3电动手表（HS910211） 

此处“自动上弦手表”指仅有机械指示器的电动手表。中国的主

要进口来源地是瑞士、日本等国，自美国、墨西哥、俄罗斯、印度的

进口量较小，暂不列举出口商名单。 

2.4口红（HS330410） 

从对华出口商来看，美国多以货运代理或供应链管理公司的名义

出口，2018年 SCHENKER INC（一家供应链管理公司）的对华出口量

接近 570 吨。同时，联合利华公司个人护理用品公司自营出口约 39

吨。未发现墨西哥、俄罗斯、印度企业的出口记录。详见表 2-18。 

出口国/出口商 重量（千克） 金额（千美元）

印度

GANGA PARSAD PUNEET KUMAR -- 53.6

GOLECHA HENNA WORLD -- 22.8

DABUR INDIA LIMITED -- 14.6

INDO HERBS -- 10.3

俄罗斯

ООО "АЛЬЯНС ЭКСПОРТ" 111593.6 1062.3

ООО "ЭКСПО-ТРЕЙД" 60032.4 646.8

ООО "РЕФ АЛЬЯНС" 20246.9 289.6

ООО "ПРОДЭКС ДВ" 33713.4 278.7

ООО "ПАРУС" 13470.2 128.8

美国

EXPEDITORS - ATL 699561.9 --

SCHENKER INC 436666.2 --

BDP TRANSPORT INC 228777.0 --

UPS OCEAN FREIGHT SERVICES INC 103329.2 --

CTL USA INC 8834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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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2018年美国口红对华主要出口企业 

2.5棉质Ｔ恤衫（HS610910） 

从对华出口商来看，美国的 CAROTRANS 公司是一家无船承运商，

2018年出口量在 20吨左右。印度出口最多的 PRATIBHA SYNTEX公司

为 223.6万美元。墨西哥企业对华出口额非常有限，俄罗斯企业出口

额较小，未列入下表。详见表 2-19 

 
表 2-19 2018年美、墨、印棉质Ｔ恤衫对华主要出口企业 

六、食品/农产品类 

1、全球主要出口国 

食品/农产品类包括 220种子商品（精确到 6位海关编码，HS6），

2018年中国的进口额达到 1100.4亿美元。从全球范围看，美国、巴

出口国/出口商 重量（千克）

美国

SCHENKER INC 568539.6

SCHENKER OCEAN LTD 49693.7

UNILEVER HOME AND PERSONAL CARE 39246.8

TROY CONTAINER LINE LTD 26010.0

CAROTRANS INTERNATIONAL INC 17151.0

出口国/出口商 重量（千克） 金额（千美元）

印度

PRATIBHA SYNTEX LIMITED -- 2235.7

SHIVALIK PRINTS LTD -- 1164.0

K.P.R. MILL LIMITED -- 1015.5

SHAHI EXPORTS PVT. LTD. -- 968.8

LESHARK GLOBAL LLP -- 736.6

墨西哥

ALFE CONFECCIONES SA DE CV 7996.3 37.6

VERTICAL KNITS SA DE CV 4350.0 25.1

PREMIUM SHIRTS S DE RL DE CV 2668.3 17.7

美国

CAROTRANS INTERNATIONAL, INC. 20251.3 --

SEKO WORLDWIDE LLC SEATTLE 2999.0 --

VANGUARD LOGISTICS SERVICES (USA) 84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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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尼是主要出口国。中国市场对于巴

西、澳大利亚两国更为重要，分别占两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31%和 21%。

详见图 2-6。 

 

图 2-6 2018年食品/农产品主要出口国 

2、出口商列举 

大豆、婴幼儿食品、冻牛肉、棕榈油和棉花是中国进口额最大的

5 种食品/农产品，2018 年中国的进口额分别是 381.0 亿、48.7 亿、

42.4亿、33.9亿和 31.7亿美元。美国、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部分

对华出口商列举如下。 

2.1大豆（HS120190） 

从对华出口商来看，2018年美国 PRAIRIE CREEK GRAIN 公司的

出口量约 3000 吨，其他企业出口量在数百吨不等。俄罗斯出口最多

的企业出口额在 5300 多万美元（约 13 万吨左右），其他企业出口额

均在 1200 万美元以上，规模比较可观。未发现墨西哥、印度等国企

业的出口记录。详见表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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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 2018年美国、俄罗斯大豆对华主要出口企业 

2.2婴幼儿食品（HS190110） 

此处“婴幼儿食品”包括各类供婴幼儿食用的零售包装配方奶粉

及其他零售包装食品。从对华出口商来看，2018年美国 CYCLE LINK

公司（一家批发贸易商）的出口量约 230吨，其他出口商多为供应链

管理公司。提单数据显示，雅培公司（ABBOTT LABS）自营出口量约

60吨（未列入下表）。俄罗斯出口最多的企业仅 41万美元左右，未发

现墨西哥、印度等国企业的出口记录。详见表 2-21。 

 

表 2-21 2018年美国、俄罗斯婴幼儿食品对华主要出口企业 

2.3冻牛肉（HS020230） 

出口国/出口商 重量（千克） 金额（千美元）

俄罗斯

ООО "АМУРАГРОКОМПЛЕКС" 134085918.0 53613.5

ООО "ЗЕЛЕНЫЙ КОРИДОР" 163632426.0 42912.0

ООО "РУСТОРГ" 117329690.2 31669.3

ООО "ЦЗЯМУСЫ" 107613160.0 25953.4

ООО "ПАРТНЕРАГРО" 41896098.4 12966.7

美国

PRAIRIE CREEK GRAIN 3044055.0 --

THE SCOULAR COMPANY 938236.0 --

C & L GLOBAL INC 733949.0 --

CHS INC 601763.0 --

MILLS BROS. INTERNATIONAL 497413.0 --

出口国/出口商 重量（千克） 金额（千美元）

俄罗斯

ООО "ИНТЕРБИЗНЕС" 31682.8 415.2

ООО"ППК" 15992.4 118.5

АО "ПРОГРЕСС" 6170.4 32.9

美国

CYCLE LINK (U.S.A.), INC. 230135.0 --

APEX LOGISTICS INTERNATIONAL INC 163244.0 --

SUPERSONIC GLOBAL INC 123319.0 --

PANALPINA INC 71069.1 --

AIR CITY INC 699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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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华出口商来看，2018年美国 PRAIRIE CREEK GRAIN 公司的

出口量近 1000 吨。墨西哥出口最多的企业在 100 万美元以上，未发

现俄罗斯、印度企业的出口记录。详见表 2-22。 

 

表 2-22 2018年美国、墨西哥冻牛肉对华主要出口企业 

2.4棕榈油（HS151190） 

中国的棕榈油进口来源地主要是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东南亚

地区（暂未获得相关出口商情况）。印度曾向中国出口少量样品，可

忽略不计，数据库中未发现美国、墨西哥和俄罗斯企业的对华出口记

录。 

2.5棉花（HS520100） 

从对华出口商来看，2018年美国对华出口最多的企业 ALLENBERG 

COTTON 公司出口量达 4.7 万吨。印度的 LOUIS DREYFUS 公司对华出

口价值 9000多万美元的棉花。墨西哥前 5名企业的对华出口额在 100

到 500万美元左右。未发现俄罗斯企业的出口记录。详见表 2-23。 

出口国/出口商 重量（千克） 金额（千美元）

墨西哥

GRUPO GUSI S DE P R DE R L 156080.5 1079.7

UNIVERSAL UNLIMITED MEX 16553.2 178.3

美国

PRAIRIE CREEK GRAIN 999742.0 --

TYSON FRESH MEATS INC 933709.9 --

SWIFT BEEF COMPANY 232669.9 --

PARKER MIGLIORINI INTERNATIONAL LLC 2553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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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2018年美、墨、印棉花对华主要出口企业 

出口国/出口商 重量（千克） 金额（千美元）

印度

LOUIS DREYFUS COMPANY INDIA PRIVATE LIMITED -- 90876.7

MANJEET COTTON PVT. LTD. -- 52595.5

GLOSSY IMPEX PRIVATE LIMITED, -- 14881.3

DHARMDEEP COMMODITIES PVT. LTD. 13696.1

墨西哥

PRODUCTORES ALGODONEROS DE MEXICALI SA DE CV 93447108.0 5351.3

INTEGRADORA AZTECA SA DE CV 62782934.0 4563.8

ALGODONERA BAJA MEX S.A. DE C.V. 29637636.3 2588.3

RANCHO EL 8 ENNS FARMING SPR DE RL DE CV 2692482.0 2311.4

ALGODONERA CACHANILLA SA DE CV 11900995.0 1395.6

美国

ALLENBERG COTTON CO. 52318666.0 --

OLAM COTTON,INC. 43948217.6 --

STAPLE COTTON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16725055.5 --

S&G COTTON CO LTD 6530537.0 --

BRIGHANN MARKETING INC 6015914.0 --



                           

 26 / 50 

第三部分 进口省市篇 

2018年，全国进口额排名前 10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占进口

总额的 86%以上，依次分别是广东、北京、上海、江苏、山东、浙江、

天津、福建、辽宁和四川。这 10 个省区市的主要进口国别和商品详

述如下，商品编码精确到 4位海关编码（HS4）。 

一、广东省 

2018 年，广东省进口总额为 4365.6 亿美元，前 10 名国家和地

区占比达到 61.1%。进口商品主要来自于中国台湾、韩国、日本、越

南等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并且进口增长迅速，自越南进口额增速甚至

达 55.1%。 

 
图 3-1 2018 年广东省主要进口国家和地区情况（百万美元） 

广东省进口商品以电子产品及元器件为主，包括集成电路、电话

机、二极管、晶体管和液晶面板等，前 10 类商品占全部商品进口总

额的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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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18 年广东省主要进口商品种类情况（百万美元） 

二、北京市 

2018 年，北京市进口总额为 3379.7 亿美元，前 10 名国家和地

区占比达到 54.0%，地区分布相对均衡。进口商品主要来自于美国、

德国、澳大利亚等欧美发达国家和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石油出口国。

北京自“一带一路”沿线石油大国的进口额增长迅速，沙特阿拉伯、

俄罗斯和伊拉克同比增速均在 30%以上。 

 
图 3-3 2018 年北京市主要进口国家和地区情况（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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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进口商品以石油、贵金属等大宗商品和乘用车及汽车零部

件等工业品为主，商品种类较为集中，前 10类商品占比达到 74.8%。 

 

图 3-4 2018 年北京市主要进口商品种类情况（百万美元） 

三、上海市 

2018 年，上海市进口总额为 3084.1 亿美元，前 10 名国家和地

区占比达到 63.2%。进口商品主要来自于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等

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中自澳大利亚和巴西等主要资源国家的进口额增

长迅速，自美国和德国的进口则出现了小幅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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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2018 年上海市主要进口国家和地区情况（百万美元） 

上海市的进口商品种类比较分散，前 10类商品进口额仅占 37.2%。

商品种类主要集中在集成电路、贵金属、乘用车和铁矿砂等。 

 

图 3-6 2018 年上海市主要进口商品种类情况（百万美元） 

四、江苏省 

2018年江苏省进口总额为 2954.9亿美元，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

的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前 10位国家和地区进口额占比达 72.0%，

集中度较高。其中自巴西的进口额增长较快，自美国的进口额则小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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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 

 
图 3-7 2018 年江苏省主要进口国家和地区情况（百万美元） 

江苏省进口商品种类较分散，前 10 种商品占比合计为 45.9%。

商品种类主要集中在集成电路、液晶面板等电子元器件和铁矿砂、大

豆等大宗商品。 

 

图 3-8 2018 年江苏省主要进口商品种类情况（百万美元） 

五、山东省 

2018年山东省进口总额为 1313.4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巴西、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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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澳大利亚等矿产资源大国和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前 10 位

进口来源地占比合计为 59.5%。其中，来自巴西、俄罗斯、安哥拉等

国的进口额增长迅速，自巴西进口增速甚至接近 80%。但自美国、日

本和泰国的进口额有所减少。 

 
图 3-9 2018 年山东省主要进口国家和地区情况（百万美元） 

山东省前 10 类进口商品占比为 58.4%。其中石油占比达 30.2%，

此外，主要商品还包括铁矿、铜矿等大宗商品和集成电路、液晶面板

等电子元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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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2018 年山东省主要进口商品种类情况（百万美元） 

六、浙江省 

2018年浙江省进口总额为 1113.2亿美元，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前 10 位进口来源地占比合计

为 58.5%。其中，自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进口额增长迅速，

自马来西亚的进口增速甚至达 90.9%，自美国的进口则小幅收缩。 

 
图 3-11 2018 年江苏省主要进口国家和地区情况（百万美元） 

浙江省进口商品种类较分散，前 10位商品进口额占比为 41.4%。

商品种类主要集中在化工原料和基础金属等工业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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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2018 年浙江省主要进口商品种类情况（百万美元） 

七、天津市 

2018 年天津市进口总额为 736.8 亿美元，主要集中在美国、日

本、韩国、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前 10 位进口来源地占比合计为

73.0%，集中度较高。其中自法国和智利的进口增长迅速，自美国、

韩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和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则出现收缩。 

 
图 3-13 2018 年天津市主要进口国家和地区情况（百万美元） 

天津市前 10类进口商品占比为 53.0%，主要包括飞机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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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及其零件、基础金属和电子元器件等。 

 

图 3-14 2018 年天津市主要进口商品种类情况（百万美元） 

八、福建省 

福建省 2018年进口总额为 721.8亿美元，前 10位进口来源地占

比为 61.9%。进口国别遍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南美、北美、中

东、非洲等地区。来自印尼、沙特阿拉伯的进口增长较迅速，自于日

本、美国进口则出现萎缩。 

 
图 3-15 2018 年福建省主要进口国家和地区情况（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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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商品进口种类比较分散，前 10 类商品占比仅为 38.4%。

主要包括石油、铁矿等大宗商品，以及贵金属和电子元器件等商品。 

 

图 3-16 2018 年福建省主要进口商品种类情况（百万美元） 

九、辽宁省 

辽宁省 2018年进口总额为 654.0亿元，前 10位进口来源地占比

合计为 62.5%，集中度较高。进口来源地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国、韩

国等发达国家和沙特阿拉伯、阿曼等石油出口国。自沙特、阿曼的进

口增长迅速，而与俄罗斯、韩国的进口额有所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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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2018 年辽宁省主要进口国家和地区情况（百万美元） 

辽宁省进口商品种类集中度较高，前 10 类商品的占比合计为

62.5%。主要包括原油、化工原料、汽车零部件、煤、铁矿、大豆等商

品。 

 

图 3-18 2018 年辽宁省主要进口商品种类情况（百万美元） 

十、四川省 

四川省 2018年进口总额为 395.4亿元。是进口额排名前 10位中

唯一的内陆省份，前 10 位进口来源地占比合计为 82.4%，主要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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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日本、韩国、爱尔兰等发达国家。其中自中国台湾、越南、爱尔

兰、韩国等地的进口增长迅速，自以色列、马来西亚等地的进口额有

小幅萎缩。 

 
图 3-19 2018 年四川省主要进口国家和地区情况（百万美元） 

四川省进口前 10 类商品占比合计达 75.5%，集中度较高。集成

电路进口额占比高达 51.8%，此外其他电子类商品如半导体生产线、

计算机及其部件等也有大量进口。 

 

图 3-20 2018 年四川省主要进口商品种类情况（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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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进口来源多元化篇 

在中美贸易战长期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在欧洲和亚洲拓展新的

进口来源地显得尤为紧迫。本篇提供欧洲 4 大工业国（英国、德国、

法国和意大利）主要出口商品大类（2位商品编码）排名首位的企业

名称，还列举与中国交易频次较高的部分韩国、印尼企业。 

一、英国 

2018年，英国出口最多的前 7大类商品为有机化工、药品、塑料

制品、机械设备、电子电气设备、机动车辆、光学/医疗精密仪器，下

表列举英国出口各类商品最多的企业（部分企业是货运代理或供应链管理

公司）及其对全球和对中国的出口量。详见表 4-1。 

 
表 4-1 2018年英国主要出口商品排名首位的企业 

二、德国 

2018年，德国出口最多的前 10大类商品为矿物燃料、有机化工、

药品、塑料制品、钢铁制品、机械设备、电子电气设备、机动车辆、

飞机等航空设备、光学/医疗精密仪器，下表列举德国出口各类商品

最多的企业（部分企业是货运代理或供应链管理公司）及其对全球和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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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口量。详见表 4-2。 

 
表 4-2 2018年德国主要出口商品排名首位的企业 

三、法国 

法国出口最多的前 10大类商品为饮料/酒/醋、矿物燃料、药品、

香料制品/化妆盥洗品、塑料制品、机械设备、电子电气设备、机动

车辆、飞机等航空设备、光学/医疗精密仪器，下表列举法国出口各

类商品最多的企业（部分企业是货运代理或供应链管理公司）及其对全球和

对中国的出口量。详见表 4-3。 

 
表 4-3 2018年法国主要出口商品排名首位的企业 

四、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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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出口最多的前 10大类商品为矿物燃料、药品、塑料制品、

非针织非钩编服装、钢铁、钢铁制品、机械设备、电子电气设备、机

动车辆、家具寝具，下表列举意大利出口各类商品最多的企业（部分

企业是货运代理或供应链管理公司）及其对全球和对中国的出口量。详见

表 4-4。 

 
表 4-4 2018年意大利主要出口商品排名首位的企业 

五、韩国 

2018 年，韩国对中国出口 2030.7 亿美元，占中国进口总额的

9.5%，是中国进口的第一大来源国和重要的贸易伙伴国。随着中美贸

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加大自韩国的进口力度可规避部分贸易风险。

下表列举韩国前 10大出口商品大类下、与中国交易频次较高的 10家

企业。详见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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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2018年韩国对华出口交易频次较高的企业 

六、印度尼西亚 

2018年，印尼对全球出口 1802.2亿美元，对中国出口 271.3亿

美元，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国。全年印尼对中国出口

增速达 18.1%,显著高于对全球出口增速（7.2%）。下表列举印尼前 10

大出口商品大类下、与中国交易频次较高的 10家企业。详见表 4-6。 

 
表 4-6 2018年印尼对华出口交易频次较高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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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市场调研篇 

中美贸易战正在重构中国部分商品的进口供应链，本篇选取进口

汽车、部分进口依赖度较高的大宗商品和光伏产品，根据权威机构的

数据和从行业协会获得的调研信息，重点分析 2019 年上半年这些商

品的进口变化特点和原因，为相关行业的采购企业提供参考。 

一、进口汽车逆势增长 

整体市场：受金融条件改善、增值税调整等因素，2019年 1-6月

进口汽车市场扭转整体下滑态势，累计进口汽车 53 万辆，累计同比

增长 17.2%。 

正常进口汽车（原进口汽车总经销商授权进口，下同）：受高端

进口汽车降价、降税政策及国家积极推动消费升级，消费者观望情绪

改善，上半年进口车市场逆势增长 3.4％。 

平行进口汽车（非品牌授权下的平行进口试点企业及改装乘用车

企业进口，下同）：2019年 1-6月平行进口汽车共 90043辆，同比增

长 51.3％，占进口总量的 17％，与 2018 全年相比增长 4.4 个百分

点，占比创近 6年的新高。 

 
图 5-1 2018年-2019年进口汽车市场累计销量-分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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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结构-整体市场：2019年 1-6月，进口乘用车同比累计增长

16.8％。略低于进口汽车整体增速；轿车、SUV 和 MPV 累增速分别

15.％，18.5％，144％ 

车型结构-正常进口：进口车销售车型主要以轿车和 SUV 为主，

2019年 1-6月，轿车销售 20.0万台，同比增长 4.2％，SUV销售 20.2

万台，同增长 7.4％。 

 

图 5-2 2018-2019年乘用车分品牌进口量与同比增速 

品牌结构-整体市场：2019年 1-6月，进口量排名前十的品牌仅

有奔驰品牌下滑，下滑幅度接近 20％;丰田品牌总量大幅增长 71.4％，

跃居第四位。 

品牌结构-平行进口：丰田是份额最大的品牌，进口规模领先，

2019 年 1-6 月份额达 44.5％，日产和奔驰位居二、三位，前六大品

牌累计份额为 91.2％。品牌结构变化明显，丰田和三菱占比分别提升

3.8 和 5 个百分点，宝马和路虎分别同比下滑 2.4 和 5.9 个百分点。 

二、进口依赖度较高的大宗商品 

1、自美国进口原油锐减 7成，中东原油弥补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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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18 年国内外油气行

业发展报告》显示，原油对外依存度上升至 69.8%，是对外依存度较

高的大宗商品之一。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数据，2019年 1-

6 月美国对中国的原油出口量是 14 万桶/日，比上年同期减少 63%。

中国转而增加进口沙特等中东产原油。6 月中国进口的沙特原油达

180 万桶/日，比上年同期增加 84%，创 2004 年以来进口量的历史新

高。 

2、液化天然气进口依赖度上升，进口价格继续上涨 

国际能源署（IEA）表示，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在 2018年增长了

18%，这是中国环保政策带来的结果——为了减少空气污染，大量的

工业和生活能耗放弃使用煤炭，转而使用天然气。另据《2018年国内

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显示，天然气进口依赖度已攀升至 45.3%。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9 年 1-6 月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数量为

2837 万吨，同比增长 19.3%；2019 年 1-6 月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金

额为 143.2亿美元，同比增长 31.5%，进口天然气价格延续上年的上

涨态势。 

3、铁矿石进口量小幅下降，进口价格上升 

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 1-2 季度中国铁矿砂及其精矿

进口量波动幅度较小，有小幅度下降。2019 年 1-6 月中国铁矿砂及

其精矿进口量达到 49909.4 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5.9%。在进

口金额方面，2019年 6月中国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金额为 73.3亿美

元，同比增长 34.6%。累计方面，2019年 1-6月中国铁矿砂及其精矿



                           

 45 / 50 

进口金额为 432.5亿美元，同比增长 15.7%。 

分国别来看，上半年累计从澳大利亚、巴西进口铁矿石 4.2亿吨，

同比下降 8.17%；澳巴占整体进口量的 83.7%，同比下降 1%。分品种

来看，1—6月我国进口粗粉 50052.95万吨，同比下降 7%；进口精粉

4810.56万吨，同比增加 7%；进口块矿 9087.24万吨，同比下降 7.4%；

球团进口 1193.82万吨，同比大幅上涨 31.53%，主要来自印度、乌克

兰的进口增量。 

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钢铁生产国，炼铁高炉炉料结构一般是烧结

矿占比约 70%，球团占比约 20%，块矿占比约 10%。虽然国内铁矿石储

量丰富，但原矿品位低（平均 30%以下），国产原矿只能加工成精粉制

作成球团入炉，还需要进口大量粉矿和块矿。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

2018年中国进口铁矿石 10.6亿吨，进口矿占全国铁矿需求的 71.8%，

对外依存度较高。 

4、铜废料与铜矿进口量此消彼长 

铜是生产汽车、家电和智能手机零部件的基础金属材料。中国是

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铜需求量占全球的 50%，仅靠国内生产无法满

足需求，此前一直从日本或欧美进口铜废料进行再利用。2018年下半

年到 2019 年上半年，铜的进口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这段时间铜废料

/碎料进口量持续减少，铜矿石/精矿则不断增加。 

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 1-6月铜废料/碎料的的进口量

为 85.5 万吨，同比减少 25.8%，环比减少 32.3%。同期铜矿石/精矿

的进口量为 1054.7 万吨，同比增加 10.5%、环比增加 3.9%。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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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于：一是中国政府强化环保限制，分阶段限制有色金属废料等的

进口；二是中美贸易战已向科技领域蔓延，让中国企业从海外采购电

子零部件产品变得越来越困难。采购受到限制的中国有色金属厂商正

在调整策略，逐步增加原料矿石的采购，力争实现从原料到铜产品的

一条龙生产，以保证供应链安全稳定。 

5、聚乙烯自美国进口减少，来源地转向中东和东南亚 

中国用于生产塑料袋的主要原料—聚乙烯进口依赖度达 40%。

LDPE（低密度聚乙烯）、LLDPE（线形低密度聚乙烯）、MDPE（中密度聚

乙烯）和 HDPE（高密度聚乙烯）是进口量最大的 4 类品种。2018 年

8 月，LLDPE、HDPE 成为中国对美加税的 2 个品类。中国海关总署数

据显示，2019年 4-6月，中国自美国进口的聚乙烯为 18.5万吨，同

比减少 18％，LLDPE、HDPE2个涉税品类的进口量减少 70％。 

中国作为聚乙烯的净进口国，消费品相关领域仍比较坚挺，因环

保政策而限制进口废塑料、还需进口更多聚乙烯。由于无法借助国内

生产完全满足内需，中国扩大进口的趋势仍会延续，进口来源地从美

国转向中东及东南亚地区。从 2019 年 4-6 月中国进口的 4 种主要聚

乙烯的数量来看，沙特为 91.5万吨，伊朗为 74.5万吨，均同比增加

24％。在中东以外，中国还增加了从韩国、泰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各国

的进口。 

三、光伏产品单价下降，进口量增长 

2019年上半年，我国太阳能级多晶硅（以下简称“多晶硅”）进

口量为 9 万吨（包括保税区 2.3 万吨），同比增长 21.6%；进口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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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亿美元，同比下降 41.2%；多晶硅进口均价为 8.56 美元/Kg，同

比下跌 50.1%。 

从月度进口情况看，每月平均进口量为 1.5万吨，其中 5月进口

量最多，为 1.4万吨。多晶硅进口单价 2月份最高，之后呈逐月下滑

趋势。 

从进口国家和地区看，2019 年上半年我国多晶硅从 12 个国家/

地区进口，主要来自韩国和德国，从这两个国家的多晶硅进口量占总

进口量（不含保税区 6.7万吨，下同）的 63.6%。从韩国进口的多晶

硅量为 2.14万吨，同比下降 16.7%，占多晶硅总进口量的 31.9%。自

德国的多晶硅进口量为 2.12 万吨，同比增长 14.6%，占总进口量的

31.6%。 

（说明：中国光伏产品的出口额远大于进口。中国光伏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年，

中国的太阳能电池及其组件、硅片的出口总额达 1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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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瀚闻智库“世界出口商监测系统”简介 

为了响应市场需求，瀚闻智库新开发的“世界出口商监测系统”

(World Exporter Prober,简称 WEP,网址 wep.sinoimex.com)即将作

为公共服务产品推出，力争打造成为外贸进出口领域的谷歌搜索引擎。

用户在搜索框中商品名称后，即可获得出口此商品的全球厂商名称、

所在国、联系电话、交易频次、商品信息及公司资信情况。以服装服

饰/日用消费品大类下的 T恤衫（T-shirt）举例说明（建议优先输入英

文名称以提高搜索精度）： 

1、T恤衫的搜索结果是 32397家出口商： 

 

图 1 WEP系统中“T恤衫”的搜索结果 

2、继续点击出口商名称，可获得其商品信息、交易次数、联系

电话和资信信息（资信信息包括企业注册所在地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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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WEP系统中点击出口商名称后的结果 

 

图 3 出口商联系电话 

 

图 4 出口商注册所在地 

3、继续点击商品信息，可获得详细交易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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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出口商的详细交易记录 

 

图 6 出口商的单笔交易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