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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或有扰动 趋势延续升级

——粤港澳大湾区年度展望：外需篇

阅读摘要

2024 年前 9 月，湾区内地 9 市出口额对广东和全国占

比超 95%和 22%，深圳同比增近 20%、贡献广东近半出口额。

前 9 月，广东出口 4.4 万亿元人民币、稳居全国第一，占

全国出口总额 23.6%（人民币口径，下同），较去年同期升

0.5 个百分点，累计同比增长 9.1%（全国 6.2%）。湾区内地

9市前9月出口4.2万亿元，占广东、全国出口总额的96.5%、

22.8%，分别较 2023 年同期提升 0.2、0.6 个百分点，其中

深圳贡献广东近半的出口额，2024 年前 9 月出口累计同比

增长 19.7%、拉动全省出口增长约 8.5%。

地区结构看，广东前四大出口目的地为中国香港、美

国、东盟及欧盟，出口贡献超六成。中国香港是广东最主

要出口目的地，其中深圳贡献了全省过半的对港出口额。

2024 年前 9 月，广东对港出口同比增长 12.4%、拉动全省

出口增长 2.1 个百分点，对美欧出口亦改善、拉动率合计

2.3%，对东盟出口占比升至 14.2%、出口拉动率达 1.4%。

产品结构看，广东机电产品出口优势突出，2024 年前

9月同比增长 8.8%、占出口比重达 65.2%，“深莞惠”“珠中

江”机电产品出口主导地位更为突出，机电产品出口占比

均高于同期广东平均水平。此外，近年广东劳动密集型产

品出口占比总体趋降，2022 年、2023 年、2024 年前 9 月该

比重分别为 16.4%、14.7%、13.8%，均远低于全国同期水平。

谨慎估计下，“特朗普 2.0 时代”高关税政策或拉低

2025 年湾区内地出口增速 5-6 个百分点，年初“抢进口”

效应延续显现后，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或有相对较大

影响，跨境电商影响预计较小。在外需增长贡献阶段或受

扰动的基本假设下，积极政策提振内需预计持续显效接力，

外向型经济转型节奏有望进一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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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或有扰动 趋势延续升级

——粤港澳大湾区年度展望：外需篇

大湾区内地城市（即珠三角 9 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

沿窗口，经济外向型特征突出。2024 年以来，外需引领区域

增长的特征突出。2024 年前三季度，广东出口依存度
1
（即

出口/GDP）44.0%（全国水平：19.6%；2023 年同期：42.0%），

创 2018 年以来新高。同时，由于城际产业结构、比较竞争

优势差异，外需对湾区 9 市增长贡献的城际间差异较大
2
。

2024 年前三季度，深圳、东莞的出口依存度分别高达 82.5%

和 74.2%，但广州、肇庆仅为 22.5%和 10.4%。伴随美国共和

党再度胜选，市场高关税隐忧抬升。本报告拟从总量、地区、

产品几个维度分析 2024 年以来湾区 9 市出口形势及其调整

变化的产业逻辑，结合“特朗普 2.0 时代”贸易政策展望，

探讨 2025 年湾区内地外向型增长动能的力度、结构可能有

哪些变化。

一、总量上：广东出口稳居全国第一、占比超 23%，其

中深圳贡献近半、近年占比持续提升

广东出口份额延续提升，增速表现优于全国。2024年前

9月，广东出口额4.4万亿元人民币、稳居全国首位，占全国

1
湾区 9市对广东全省 GDP 贡献超 80%，城市 GDP 统计数据公布较晚，因而广东全省维度出口依存度变化，

可以较好刻画湾区 9市出口依存度变化。
2
2024 年前 9月，九市出口占 GDP 比重分别为深圳 82.5%、东莞 74.2%、中山 65.2%、珠海 53.3%、江门 41%、

惠州 39.7%、佛山 31.2%、广州 22.5%、肇庆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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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总额23.6%、较去年同期上升0.5个百分点（见图表1）。

增速看，伴随外部主要经济体需求回暖、叠加低基数效应，

前9月广东出口累计同比增长9.1%（人民币口径，下同），高

于全国均值（6.2%）2.9个百分点（见图表2），也优于浙江

（7.8%）、江苏（7.8%）、山东（6.4%）等其他出口总量排名

靠前的省份。

图表 1：广东出口额占全国比重(%) 图表 2：广东出口累计同比增速变化(%)

数据来源：WIND、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

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

研究中心

深圳/广东出口份额占比近半。2024 年前 9 月，湾区内

地 9 市出口额 4.2 万亿元人民币，占广东、全国出口总额的

96.5%、22.8%，分别较 2023 年同期升 0.2、0.6 个百分点，

外贸增长动力充足，但内部存在一定差异。从份额看，广佛

深莞四市贡献主要出口份额，2024 年前 9 月出口占广东比重

合计 81.4%。其中深圳出口份额（48.6%）排名第一、较去年

同期提升 4.2 个百分点，并且是 2022 年以来唯一一个出口

份额保持提升的城市，2021-2024 年前 9 月深圳出口占广东

出口比重分别为 36.7%、39.2%、44.4%、48.6%（见图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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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增速看，深圳出口增长领先，佛山表现偏弱。受跨境

电商
3
、“新三样”产品

4
等外贸增长新动能提振，前 9 月深圳

出口累计同比增长 19.7%（去年同期 17.7%），拉动广东出口

增长约 8.5 个百分点。“珠中江”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珠

海（14.2%）、江门（13.9%）、中山（13.0%）出口增速均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受需求结构变化、产业链传统优势相对下

降等因素影响，佛山出口表现较弱，前 9 月累计同比下滑

23.1%、但跌幅较前两个季度明显收窄（见图表 4）。

图表 3：湾区 9 市出口占广东比重(%) 图表 4：湾区 9 市出口累计同比增速变化(%)

数据来源：WIND、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

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

研究中心

二、地区上：中国香港、美国、东盟及欧盟是广东前四

大出口目的地、占比超六成；广佛中江以美国为单一最大出

口目的地，肇庆、珠海分别以东盟、欧盟为最大出口目的地

广东出口地区集中度高于全国水平。中国香港、美国、

3
今年上半年深圳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增长 130%，跨境电商成为深圳外贸重要动能，目前深圳跨境电商出

口企业数量超 15万家、约占全国的 50%，在阿里巴巴国际站、速卖通、Lazada、eBay 等平台上，近一半中

国卖家来自深圳（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广东分署）。
4
2024 年前 9月，深圳“新三样”产品出口 714.3 亿元，同比增长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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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及欧盟是广东前四大出口目的地，2024 年前 9 月贡献全

省 62.6%的出口，高于同期四个境外地区对全国出口额 53.6%

的比重。其中，中国香港是广东最主要出口目的地、占比

18.2%，前 9 月对港出口累计同比增长 12.4%、对广东整体出

口拉动率为 2.1 个百分点。美欧亦是广东重要外贸伙伴，其

出口占比分别为 16.2%、14.1%，对全省出口拉动率合计 2.3

个百分点。此外，近年与东盟经贸往来密切，对其出口占比

亦升至 14.2%，出口拉动率达 1.4%（见图表 5）。

各市出口地区结构略有差异。其中深圳凭借毗邻香港的

地理优势，对港出口占比最高达 22.7%，且广东 60.7%的对

港出口额均由深圳贡献。广州、佛山、中山、江门以美国为

第一出口目的地，对美出口占比均超 15%。近年来肇庆与东

盟的产业链合作项目增多，东盟超越美国成为肇庆第一出口

目的地，出口占比 16.0%、较 2023 年同期提升 0.8 个百分点。

珠海最大出口目的地为欧盟，出口占比 15.4%（见图表 6）。

图表 5：广东部分地区出口累计拉动率(%) 图表 6：湾区 9 市出口地区结构对比(%)5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中国工商银行（亚

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局、海关统计、中国工商银

行（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5
惠州、东莞地区出口数据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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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1：近年深圳出口地区结构的变化态势

深圳贡献了广东近半数的出口额，其出口结构的变迁亦会对广东出口

造成较大的影响。中国香港、美国、欧盟、东盟是深圳前四大出口目的地，

2024 年前 9 月合计出口额占深圳总体出口的 65.1%。近年来，深圳出口地

区结构更趋多元化，具体呈现三个特征（见图表 7）：

（1）对港出口占比有较明显的下降，由2018年的 41.5%降至 2024

年前 9 月的 22.7%，或反映保税区发展背景下对香港转口贸易依赖度

有所下降，贸易摩擦影响欧美自华进口意愿，以及跨地区（比如深莞

惠产业合作）、跨境产业转移合作等因素的影响。

（2）与东盟贸易往来日趋紧密。2021-2023 年深圳对东盟出口

年均复合增速达 22.6%，出口份额由 2020 的 9.1%稳步提升至 2024

年前 9 月的 14.3%，反映伴随全球供应链变迁，东盟与中国凭借产业

互补优势，供应链合作日趋紧密。

（3）对美出口份额在“特朗普 1.0”贸易摩擦冲击后趋于稳定。

2018-2019 年深圳对美出口额分别减少 5.8%、2.7%，占比自 2017 年

的 15.3%接连降至 13.9%。2020 年对美出口反弹 18.4%，份额亦恢复

至 16.2%的新高，随后三年保持 11.0%的年均增速，出口份额亦稳定

在 15%左右，2024 年前 9 月深圳对美出口占整体出口的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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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深圳出口国别结构变化(%)6

数据来源：深圳市统计局、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三、产品上：机电产品出口优势突出，份额占比超 65%；

惠州、深圳出口产品的高新技术含量居前

广东机电产品出口优势突出，深圳贡献半数左右出口份额。

2024 年前 9 月，广东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8.8%（全国：8.0%），

占广东出口总额的 65.2%（全国：59.3%）。广东出口的机电产品

与计算机等电子品类高度关联，2024 年全球电子消费复苏背景

下，前 9 月广东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
7
出口同比增长

14.5%（出口占比：6.8%），此外电子行业中间品出口也保持较快

增长，集成电路、平板显示模组分别增长 21.5%、15%（出口占

比：4.7%、2.2%）。分城市圈看，“深莞惠”“珠中江”机电产品

出口主导地位更为突出，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均高于同期广东平均

水平（见图表 8）
8
。分城市看，2024 年前 9 月，深圳机电产品

出口同比高增 19.7%，对广东机电产品出口贡献了 51.5%的出口

6
2017-2019 年欧盟(27 国)、东盟出口数据未公布。

7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服务器、数据存储设备等。

8
东莞未公布 2024 年前 9月机电产品出口情况，此次参考 2023 年全年数据，广东、东莞机电产品出口占

比分别为 65.4%、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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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见图表 9），此外，江门（17.3%）、中山（16.0%）、惠州

（11.8%）、肇庆（10.9%）的机电产品出口也保持两位数增长（见

图表 10）。

图表 8：2024 年前 9 月各地市出口中的机电产品占比 图表 9：2024 年前 9 月广东机电产品出口各地市占比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局、海关统计、中国工商银行（亚

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局、海关统计、中国工商银行（亚

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图表 10：2024 年前 9 月出口总额、机电产品出口累

计同比（%）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局、海关统计、中国工商银行（亚

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广东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总体趋降，2022 年、2023 年、

2024 年前 9 月该比重分别为 16.4%、14.7%、13.8%，均远低于全

国同期水平。分城市看，2024 年前 9 月广州（-15.2%）、佛山

（-52.1%）、肇庆（-18.2%）劳动密集型产品（以下简称劳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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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出口有所下滑，占比分别由去年同期的 18.2%、23.0%、16.2%

降至 15.1%、14.3%、12.6%（见图表 11-12）。

图表 11：2024 年前 9 月出口总额、劳密产品出口累

计同比（%）
图表 12：广佛肇出口中的劳密产品占比变化

9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局、海关统计、中国工商银行（亚

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局、海关统计、中国工商银行（亚

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惠州、深圳出口产品的高新技术含量区内居前。湾区内地 9

市中，惠州、深圳高新技术产品占总出口比重均较高，2024 年

前 9 月该比重分别为 44.7%、39.4%，均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24.4%）。结合增长情况看，2024 年出口增速偏慢的广佛肇，

高新技术产品占比普遍偏低，反映在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及成本上

升的双重压力下，传统出口优势产品增长动能有所减弱，而高创

新性、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暂未能快速接力成为广佛肇出口

增长的核心动能（见图表 13）。

9
广佛肇劳动密集型产品统计口径包括塑料制品，箱包及类似容器，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服装及衣

着附件，鞋靴，家具及其零件，玩具七大类。全国劳密产品数据取自国新办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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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2024 年前 9月出口总额中的高新技术产品占比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局、海关统计、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专题 2：广佛深出口产品结构对比

广佛深均是广东的出口重镇，三地产品结构差异化特征明显，深圳机

电产品出口优势突出（占比约七成），广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例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细分产品看：

机电产品：深圳以电子产品为优势出口产品，广佛机械设备及家电

占比较高。广佛出口的机电产品中以机械设备、家电为主，该特征在佛山

尤为突出，2024 年前 9 月家用电器、通用机械设备合计占佛山机电产品

出口金额比重逾四成。深圳出口的机电产品中，手机（8.4%）、电脑（5.1%）

等电子产品占比居前，此外深圳近年发挥电子产业的技术扩散优势，带动

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快速发展，2024 年前 9 月，深圳“新三样”产品出口

同比增长 8.9%，占机电产品出口比重达 4.8%，而佛山该比重仅为 0.7%（见

图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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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2024 年前 9 月广佛深出口机电产品中部分细分项出口金额占比

数据来源：海关统计、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劳动密集型产品：广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普遍录得两位数跌幅，

跨境电商提振深圳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广佛产业结构相对传统，

2024 年前 9 月广州（15.1%）、佛山（14.3%）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

占比均高于广东（13.8%）平均水平，2024 年两市传统产业出口受阻、拖

累外贸表现。细分产品看，2024 年前 9 月广州出口前三位的服装、塑料

制品、纺织制品分别同比变化-10.7%、-15.4%、+3.0%，佛山出口前三位

的家具、塑料制品、纺织制品分别同比变化-27.1%、-49.9%、-27.5%，显

示广佛优势出口产品多数录得深度跌幅。深圳发挥跨境电商企业聚集优势

为传统产业创造新增长点，2024 年前 9月深圳劳密产品同比高增 27%。以

绝对值衡量，2024 年前 9 月广佛劳密产品出口较去年同期减少近 600 亿

元，与同期深圳劳密产品出口增加金额大致相当，推测或存在部分货物由

广佛企业生产、通过深圳跨境电商企业销往国际市场（见图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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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5：2024 年前 9 月广佛劳密产品出口结构及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海关统计、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高新技术产品：深圳科技高投入支持出口增长韧性。如前文所述，深

圳出口产品的技术附加值高于广佛，或部分源于三者科技投入水平不同，

2023 年，深圳、广州、佛山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占 GDP 比重

分别为 6.46%、3.44%、3.91%，高技术投入带动深圳产业链向高价值环节

升级节奏较快。近年新兴市场承接湾区部分外迁的产业链，深圳与之呈现

更强的互补性，2024 年前 9 月，深圳电子元件、平板显示模组、电脑零

件附件和汽车零配件等中间品出口分别增长 21.4%、7.7%、40.3%和 28.1%，

合计 3076.8 亿元、占出口比重达 14.4%。而广佛的家电、家具、服装、

陶瓷等优势产品在当前的贸易环境中优势有所弱化，产业链转移对当地低

附加值产品出口形成一定挑战。

四、展望：特朗普新政府贸易政策落地或扰动短期出口增长，

中长期看持续加快湾区产业升级和跨区域产业合作步伐

（一）谨慎估计下，“特朗普 2.0 时代”高关税政策或拉低

2025 年湾区内地出口增速 5-6 个百分点

伴随海外通胀压力缓解、增长挑战增多，美欧等多国央行开

启降息周期，有望提振整体需求，WTO 最新预测（2024 年 10 月）

显示，2025 年世界商品贸易量增长 3%（2024 年预估值：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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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特朗普新政府高关税政策影响，假定中国出口全球占比、

广东出口全国占比维持 2023 年水平，人民币汇率波幅 7.0-7.3

之间，则 2025 年广东可实现 6%-10%（人民币口径）的出口增长。

参考 2018-2019 年特朗普首个任期内对华加征关税政策落

地后，广东出口全球占比较 2017 年下降 0.2 个百分点的情形，

假定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较快落地加征关税政策，人民币汇率波幅

7.0-7.3 之间，谨慎估计下，2025 年广东出口增速可能降至小幅

正增长至 5%左右水平（人民币口径）
10
。

（二）短期内机电（占比超 60%）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影响

或相对较大，跨境电商贸易（占比 10%左右）影响较小，中长期

看湾区与非美国家的跨境产业合作及本地产业升级空间广阔

2024 年 11 月，特朗普胜选、共和党赢得国会两院主导权，

参考本次竞选承诺及提名内阁成员政策主张，及上个任期关税政

策实践（参见前期报告《“特朗普 2.0 时代”可能会有哪些变化

—政策及经济篇》），2025 年新政府或较快推动关税政策落地，

进而直接间接影响湾区内地出口及产业变迁态势。

短期看，一是此次加征关税政策效应可能会较快显现（特朗

普上一任期内，人民币口径下 2017 年中国出口增长 10.8%，

2018-2019 年分别为 7.1%、5.0%）、但落地程度低于承诺上限。

本次竞选期间特朗普贸易政策主张包括：（1）对几乎所有进入美

国的商品征收 10%的普遍基准关税；（2）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

60%的统一高额关税；（3）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4）四年内停

10
广东出口占全球贸易比重（美元口径）：2017 年 3.51%、2018-2019 年均为 3.31%；2023 年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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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对中国生产的必需品的进口；（5）打击中国商品通过第三国出

口到美国；（6）以对等原则征收关税
11
。“美国优先”原则叠加共

和党主导两院、之前已有 301 调查实践等，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内

对华加征关税政策或可较快落地，影响较快显现在 2025 年贸易

活动中。但考虑到美国目前面临高债务、高利息、高赤字、高通

胀的“四高”问题，上述政策若短期内全面落实将增大“滞胀”

风险，预计加征关税的范围和幅度较难达到竞选承诺上限。二是

关税政策或对湾区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有相对较大影响。

“特朗普 1.0 时代”加征关税后，2019 年广东机电产品出口同

比增速仅为 0.7%、较 2018 年放缓 3.1 个百分点。2024 年前 9 月

HS 84（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其零件），HS 85（电

动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和录音机、电视图像、录音和

复制设备及其零件和配件）两大类产品分别占广东对美出口总额

的 13.5%、26.3%，合计占比较 2018 年下降 4.5 个百分点（2018

年：13.7%、30.6%），但仍是对美出口的主要商品大类。此外，

特朗普新一任期若进一步加大对中国半导体、量子技术和人工智

能领域的技术限制，将或有制裁范围扩大至先进制造业、生物医

疗技术等领域，也将对广东高科技产品出口形成一定扰动。三是

关注 800 美元政策对湾区跨境电商新业态影响。美国目前设有

“最低限度豁免的免税政策”。2024 年 9 月拜登政府曾表示将采

取措施阻止最低限度豁免下的贸易激增问题。向后看，一方面，

加征 60%关税、取消 800 美元最低豁免政策有损于经济、就业，

11
即美国征收的关税应与贸易伙伴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水平相当，以回应其他国家对美国商品征收的特

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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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同时落地可能性较小；另一方面，跨境电商占广东贸易份额

比重约 10%
12
，影响相对有限。四是内需支持性政策有望延续显

效接力。考虑到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可能的短期冲击，2025 年内

需预计将在湾区经济增长中发挥更重要的引擎作用，在前期政策

效应滞后显现基础上，广东作为“挑大梁”的经济大省、政府隐

形债务率先清零的省份、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引领平台，提振

消费专项行动，“两新两重”投资等内需支持性政策有望加速落

地。

中长期看，湾区作为外向型、创新性经济的前沿，面对国际

经贸格局调整，预计将进一步加大外向型经济转型节奏。一是伴

随低附加值产业环节向东盟等新兴市场转移，湾区中间品出口仍

有增长韧性。以深圳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为例，2024 年前 5 月深

圳对东盟投资占对外投资比重达 36%，东盟已成为深圳企业投资

主要目的地之一，与东盟贸易往来日趋紧密，2024 年前 9 月出

口份额稳步提升至 14.3%、较 2020 年升 5.2 个百分点。未来伴

随两地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与生产制造紧密相连的中间品贸

易规模有望趋势性扩大。二是湾区与非美国家间的多元贸易投资

合作有望进一步提速。“美国优先”、“对内减税、对外加税”的

政策思维下，特朗普新政府或普遍抬升对外贸易投资合作门槛，

中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和服务业开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政

策，可为湾区内地城市进一步密切与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一带

一路”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投资和贸易合作提供更广阔空间。

12
2024 年上半年广东跨境电商进出口 4,273.4 亿元，占广东贸易比重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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