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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瀚闻资讯有限公司 

大连瀚闻资讯有限公司（SINOIMEX）成立于 2004 年，是一家专门从事全球贸易大数据归集、分析、应用、运营的智库机构，建成了涵

盖 171 个国家地区的全球最大线上贸易统计数据库，开发了多款全球贸易大数据应用产品和移动端软件，拥有国内顶尖的贸易大数据分析开

发团队和产品经营团队，为全球跨国公司、政府、组织提供贸易大数据定制化报告产品。大连瀚闻资讯有限公司的贸易大数据应用产品和报

告产品多次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商务部、国家海关总署、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及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和肯定，与多个国家

及地方部门、多个驻华使馆和国外贸易机构、上万家国内外公司开展合作，为客户提供准确、全面、实时和信息化的贸易大数据智库服务。 

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大连）自贸区研究院  

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大连）自贸区研究院是东北财经大学与大连市人民政府共同成立和建设的综合性研究机构，旨在按照“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深化政校合作，创新科研服务模式，通过共建整合国内外、跨领域的学科、人才、研究资源和优势，充分发

挥高等学校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服务大连自贸区建设与发展制度创新、对策咨询、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努力打造成服务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高效智库、自贸区制度创新和特色发展的研究中心、自贸区建设和政府改革的学术交流平台，为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东北

全面振兴、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和辽宁自贸试验区建设与发展提供前瞻性、战略性和对策性的智力支撑和政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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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7年 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中国将从 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政府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加强

经贸交流合作， 促进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中国政府致力于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打造成国际一流的博览

会，为各国开展贸易、加强合作开辟新渠道，促进世界经济和贸易共同繁荣。 

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大背景下，7月 2日，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了商务部等部门《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意见的

通知》（国办发〔2018〕53号，以下简称《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扩大进口的重要意义。《通知》指出，要“更好发挥进口对满足人民

群众消费升级需求、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推动经济结构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稳定出口的同时进一步扩大进口，促

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自由贸易”。可见，这是中国政府推进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重要决策部署，也是中国在

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继续落实对最不发达国家关税优惠承诺的重要举措。 

为配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和《通知》要求的尽快落实，大连瀚闻资讯有限公司与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大连）自贸区

研究院共同制作了《中国进口路线图（2018）》（以下简称《路线图》）。《路线图》从日用消费品、国家鼓励进口的重大技术装备和关

键零部件（原材料）、农产品三大类商品中遴选 30类商品（海关编码前 4位）进行分析研究。我们对这些商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地、进口

额、国内进口目的地、全球贸易流向进行了梳理，从规模、比重、增速和进口强度等多个角度，试图发掘更新的优质进口来源地、更合理

的进口规模和更便利的进口方式，供政府有关部门借鉴参考。 

由于报告编制时间仓促，编写人员水平有限，对报告中存在的各种不足，敬请各界领导和专家不吝指正。 

编写委员会 

2018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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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思路与商品选择依据 

《路线图》的整体研究思路是“两个优化”：一是优化进口结构促进生产消费升级。尤其需要扩大关系民生的产品如日用消费品

的进口规模和质量，以适应国内消费升级和供给提质需要。二是优化国际市场布局。美国等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际，中国需

要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充分发挥多双边经贸合作机制的作用，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重点开拓的进口来源地，促进战

略对接，扩大贸易规模，达成合作共赢。同时，还要落实自最不发达国家进口货物及服务优惠安排。 

在日用消费品的选择方面，我们根据 2018年 5月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的“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降低日用消费品进

口关税的公告”进行遴选。该公告称，自 7月 1日起，中国降低部分进口日用消费品的最惠国税率，涉及 1449个税目；因最惠国税

率调整，取消 210项进口商品最惠国暂定税率。我们从中选取 7类中国市场需求大的进口日用消费品作为研究对象。 

在重要技术装备及关键原材料、零部件的选择方面，我们根据 2017 年 11月国家发改委等三部委发布的《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

录（2017年版）》（征求意见稿），以及同年 12月财政部等六部委发布的“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的通知”

（财关税〔2017〕39号）进行遴选。上述两份文件分别列示了“中国鼓励进口的重要装备税目”和“享受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

税关键零部件、原材料产品税目”。我们从中选取了 7类中国市场需求大的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作为研究对象。 

在农产品的选择方面，我们囊括了中国海关编码表 1-24章全部商品作为农产品研究范围，从中选取了 16类中国市场需求大、进

口额排名前列的农产品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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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日用消费品 

为进一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政府积极支持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日用消费商品的进口，通过

有效落实降低部分商品进口税率措施，完善免税店政策，扩大免税品进口，减少中间流通环节，清理不合理加价等方式，切实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 

我们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降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18〕4 号）中的降低或取消最惠国暂定

税率的商品目录，按 4位海关编码整理得到 119类日用消费品（不含农产品），将数据清洗、加工、整合后，把进口额排名前列的 7类

商品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详细阐述。第一类是配方药品（HS3004）；第二类是化妆品（HS3304）；第三类是箱包（HS4202）；第四类是皮

鞋（HS6403）；第五类是纺织面料鞋（HS6404）；第六类是家用离心类产品（HS8421）；第七类是卫生巾及婴儿尿布（HS9619）。配方

药品（HS3004）、化妆品（HS3304）进口额分别占日用消费品进口总额的 33.6%和 11.7%，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国进口路线图（2018） 

3 

1.1 配方药品（HS3004） 

配方药品主要包括含其他抗菌素的药品、含皮质甾类激素类药品、含胰岛素的药品、含青霉素和链霉素药品等。 

1.1.1 进口主要来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格局保持稳定 

从进口来源地分析，配方药品进口来源多元化现象明显，经合组织成员国仍是主角。2017 年，中国自德国、法国、意大利进口规

模最大，进口占比依次为 25.1%、11.0%、10.2%，其他国家均不足 10%。 

 

图 1-1 2017年配方药品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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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年中国自德国、法国、澳大利亚进口额持续增长，但澳大利亚增速逐年减缓。2017年，中国从美国、瑞典、法国进口额增长

最快，增速分别为 56.3%、52.3%、40.7%，反映出中国市场的需求强劲和出口国的供应能力增强。 

 

图 1-2 配方药品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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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沪、京进口额最大，总体呈上升趋势 

从进口目的地来看，2017 年，上海进口额高达 55.3 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32.8%，位居第一；北京次于上海进口额达 31.9 亿美

元，占进口总额的 18.9%。江苏、广东、浙江进口额分别占进口总额的 14.4%、12.8%、10.8%；其他省市进口额均不足进口总额的 5%。 

 

图 1-3 2017年配方药品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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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增速来看，2015 及 2016 年上海、北京、浙江进口额同比增长但增速放缓，同期广东进口额下降。2017 年除北京外，其他省市

进口均显著增长，浙江省增速高达 41.5%。 

 

图 1-4 配方药品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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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1-5 2017年全球配方药品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中国进口路线图（2018） 

8 

1.1.4 进口强度 

中国的配方药品主要进口来源地均为经合组织成员国。从进口强度来看，中国市场对于澳大利亚尤为重要，进口强度高达 6.4。日

本、瑞典两国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次于澳大利亚，进口强度分别为 3.9、3.3。中国自英国、瑞士的药品进口强度均不足 1，进口相对

不足。 

表 1-1 2017年配方药品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中国自该国进口额

（亿美元） 

中国自全球进口额

（亿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口总额

（亿美元） 

该商品全球出口额总和

（亿美元） 

中国进口

强度 

1 澳大利亚 经合组织成员国 6.0 168.6 16.9 3031.9 6.4 

2 日本 经合组织成员国 6.5 168.6 30.2 3031.9 3.9 

3 瑞典 经合组织成员国 11.4 168.6 61.3 3031.9 3.3 

4 丹麦 经合组织成员国 4.8 168.6 41.3 3031.9 2.1 

5 意大利 经合组织成员国 17.2 168.6 181.3 3031.9 1.7 

6 德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42.3 168.6 505.2 3031.9 1.5 

7 法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18.5 168.6 240.4 3031.9 1.4 

8 美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10.7 168.6 199.6 3031.9 1.0 

9 英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10.3 168.6 200.5 3031.9 0.9 

10 瑞士 经合组织成员国 8.1 168.6 408.5 3031.9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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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化妆品（HS3304）  

化妆品主要包括唇用化妆品、眼用化妆品、指（趾）甲化妆品及其他美容品、护肤品等。 

1.2.1 进口高度集中在韩、法、日等化妆品品牌强国 

从进口来源地看，化妆品进口高度集中在韩国、法国、日本及美国。2017 年，中国自 4 国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高达 81.3%。

韩国化妆品具有较高性价比更受中国消费者青睐，进口额达 15.5亿美元，居各国首位。 

 

图 1-6 2017年化妆品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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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年，中国化妆品类商品从韩国、法国、日本及美国进口呈高增速增长态势，2015年自韩国进口同比增速高达 228.4%，2016及

2017 年增速有所减缓。2017年，日本进口增速高达 80.2%，较韩国、法国、美国有更强的供应能力。 

 

图 1-7 化妆品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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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进口贸易中沪、豫、粤等 6 省市发挥重要影响 

2017年，上海、河南、广东、浙江、北京、海南进口额合计占进口总额的 92.7%。其中，上海进口额达 23.8亿美元，占进口总额

比重高达 40.6%，进口规模远大于其他省市；河南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 16.2%，进口规模仅次于上海；广东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 11.9%，

其他省市进口规模相对较小，占比均不足 10%。 

 

图 1-8 2017年化妆品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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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要进口目的地来看，上海、河南、广东、浙江进口额呈逐年增长态势，仅北京 2016 年进口额出现下滑。2017 年，河南、广

东、浙江进口额大幅增长，相比之下上海、北京增长较为缓慢。 

 

图 1-9 化妆品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说明：河南省因 2013-2014年进口数据缺失，无法准确计算同比增速，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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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1-10 2017年全球化妆品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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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进口强度 

从进口强度看，日本、韩国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较高，进口强度分别为 3.6、3.1，中国市场对于日韩极为关键；中国自法国化妆

品进口强度为 1.3，仅次于日韩。对于美国而言，进口强度仅为 0.8，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较低。 

表 1-2 2017年化妆品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中国自该国进

口额（亿美元） 

中国自全球进

口额（亿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口

总额（亿美元） 

该商品全球出口额

总和（亿美元） 

中国进

口强度 

1 日本 经合组织成员国 12.1 58.5 26.2 457.4 3.6 

2 韩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 15.5 58.5 39.5 457.4 3.1 

3 法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14.2 58.5 85.6 457.4 1.3 

4 美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5.7 58.5 53.2 457.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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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箱包（HS4202） 

箱包包括塑料或皮革制衣箱、提箱、小手袋、公文箱、公文包、书包等。 

1.3.1 自意大利、法国及越南进口规模位列前三 

2017年，中国的箱包进口总额共 19.5亿美元。从进口来源地看，中国自意大利、法国、越南进口规模最大自意大利进口额达 8.8

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45.0%，连续五年蝉联首位；自法国进口额为 4.0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20.4%，位列第二；自越南进口额为 2.4

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12.3%，位列第三。 

 

图 1-11 2017年箱包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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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 年，中国自越南进口额持续高速增长，但增速逐年下降。2017 年，中国箱包的进口规模继续扩大，自意大利、法国、越南、

西班牙的进口额均明显增长。 

 

图 1-12 箱包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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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上海箱包进口独大，2017 年增速加快 

2017年，中国箱包进口高度集中于上海，进口额高达 14.9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76.3%。此外，北京、海南、广东、浙江及江苏

有少量进口，进口额占进口总额比重均大于 1%但却不足 10%。 

 

图 1-13 2017年箱包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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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口额增速来看，2015年上海、北京的箱包进口额均同比下降。2017年两地进口恢复增长，其中上海增速最快，同比增长 14.7%，

同期北京仅为 1.4%。  

 

图 1-14 箱包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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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1-15 2017年全球箱包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中国进口路线图（2018） 

20 

1.3.4 进口强度 

箱包主要进口来源地中仅越南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他均为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国与意大利、西班牙的箱包进口贸易密切，

进口强度均在 1以上。 

表 1-3 2017年箱包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中国自该国进口额

（亿美元） 

中国自全球进口额

（亿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口总额

（亿美元） 

该商品全球出口额总和

（亿美元） 

中国进口

强度 

1 意大利 经合组织成员国 8.8 19.5 74.6 326.0 2.0 

2 西班牙 经合组织成员国 0.9 19.5 10.7 326.0 1.5 

3 法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4.0 19.5 66.4 326.0 1.0 

4 越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4 19.5 — 3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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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皮鞋（HS6403） 

皮鞋包括各类橡、塑、革制作的靴鞋等。 

1.4.1 自意大利、越南、印尼及西班牙进口额超八成 

2017年，中国皮鞋进口总额达 13.3亿美元，自意大利、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西班牙的进口额合计 10.9亿美元，占总额的 81.9%。

其中，自意大利进口 4.6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34.6%，位居各国首位，越南及印度尼西亚紧随其后。 

 

图 1-16 2017年皮鞋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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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除西班牙外，中国自意大利、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皮鞋进口均同比下降，2017年，自这些国家的进口贸易整体复苏。其中，

自印度尼西亚及西班牙进口额增长较快，达到 28.3%和 21.0%，与排名前两位的国家差距略有缩小。 

 

图 1-17 皮鞋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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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沪、苏、粤、京 4 省市为主要目的地 

中国皮鞋的进口目的地集中于上海、江苏、广东及北京，4省市进口额占全国的 93.0%。其中，上海进口规模远大于其他三地，进

口额达 8.2 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61.9%。江苏次于上海，进口额占比为 16.9%。其他省份占比均不足 10%。 

 

图 1-18 2017年皮鞋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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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年进口额增速来看，上海、江苏两地基本一致。2016 年进口额同比下降，2017 年有所反弹。近 2 年广东的增速变化与上海、

江苏正好相反，呈现“先升后降”态势。 

 

图 1-19 皮鞋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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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1-20 2017年全球皮鞋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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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进口强度 

虽然意大利和越南是中国最大的两个皮鞋进口来源地，但印度尼西亚却更依赖中国市场，进口强度达到 1.9。 

表 1-4 2017年皮鞋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来源地 国家类型 
中国自该国进口

额（亿美元） 

中国自全球进口

额（亿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口

总额（亿美元） 

该商品全球出口额总

和（亿美元） 
中国进口强度 

印度尼西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0 13.3 25.5 324.5 1.9 

意大利 经合组织成员国 4.6 13.3 77.1 324.5 1.5 

西班牙 经合组织成员国 0.7 13.3 16.7 324.5 1.0 

越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3.6 13.3 — 3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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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纺织面料鞋（HS6404） 

纺织面料鞋包括以橡、塑、革等材料作鞋底或其他部位，以纺织材料为鞋面的鞋靴。 

1.5.1 进口高度集中于越南、印尼两国 

2017 年，中国纺织面料鞋进口达 14.0 亿美元，自越南及印度尼西亚两国的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 86.8%。其中，自越南进口额达

8.8 亿美元，占 63.1%，自印度尼西亚的进口额为 3.3亿美元，相当于越南的三分之一。 

 

图 1-21 2017年纺织面料鞋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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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增速来看，近 4年中国自越南、印度尼西亚两国的进口额呈高速增长态势，年均增速分别达 56.2%和 60.1%。看来，纺织面料鞋

加工中心由中国转向东南亚已是大势所趋。 

 

图 1-22 纺织面料鞋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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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苏、沪进口规模达九成 

从主要进口目的地来看，2017 年，江苏及上海两地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 91.6%。其中，江苏的进口规模最大，进口额达 8.5 亿美

元，占全国的 60.6%；上海进口额相当于江苏的一半，占全国的 31.0%。 

 

图 1-23 2017年纺织面料鞋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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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口额增速来看，近 4年江苏进口额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达 56.6%；上海自 2015年同比大幅增长过 90%后，增速显著回落。 

 

图 1-24 纺织面料鞋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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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1-25 2017年全球纺织面料鞋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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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进口强度 

印度尼西亚仅次于越南，是第二大进口来源地，进口强度为 2.1，比较依赖中国市场。中国仍有进一步扩大从印尼进口纺织面料鞋

的空间。 

表 1-5 2017年纺织面料鞋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中国自该国进口额

（亿美元） 

中国自全球进口额

（亿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口总

额（亿美元） 

该商品全球出口额总

和（亿美元） 

中国进口

强度 

1 印度尼西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3.3 14.0 16.7 151.0 2.1 

2 越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8.8 14.0 — 1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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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家用离心类产品（HS8421） 

家用离心类产品主要包括家用离心干燥设备（如干衣机、洗碟机）、水净化装置等。 

1.6.1 主要自德国、美国、日本等经合组织成员国进口 

2017年，中国家用离心类产品进口总额达 13.6亿美元，德国占 19.9%，位列榜首，美国、日本、韩国占比分别为 15.8%、15.3%、

11.8%，其他国家占比较小。 

 

图 1-26 2017年家用离心类产品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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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增速来看，近 4 年中国自德国、美国和日本 3 个主要进口来源地的增速波动不大，但由于进口额基数较大，变化绝对值比较可

观。2015-2017 年中国自韩国进口额已连续 3年同比下降，减少的份额主要被德、美、日 3国抢占。 

 

图 1-27 家用离心类产品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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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进口目的地分散，2017 年多数省市增速反弹 

整体来看，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比较分散。2017 年，上海、江苏、广东的进口额合计占进口总额的 58.6%。其他省市进口规模较

小，对全国的影响有限。 

 

图 1-28 2017年家用离心类产品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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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年增速来看，2016 年各省市未能延续前 2年的增长态势，普遍出现下降。其中天津的降幅接近 60%。2017年，除广东、北京

外，其他省份进口额恢复增长，天津的增速高达 99.9%。 

 

图 1-29 家用离心类产品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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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1-30 2017年全球家用离心类产品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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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进口强度 

家用离心类产品大多进口自中国台湾及经合组织成员国。其中，台湾高度依赖于大陆市场，进口强度高达 4.7。中国自韩国、日

本、瑞士的进口强度分别为 4.3、3.5、2.9，中国市场对于这 3 国不可或缺。其他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较低，进口强度均不足 1。 

表 1-6 2017年家用离心类产品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中国自该国进

口额（亿美元） 

中国自全球进

口额（亿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口

总额（亿美元） 

该商品全球出口

额总和（亿美元） 

中国进

口强度 

1 中国台湾 — 0.6 13.6 5.3 541.2 4.7 

2 韩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 1.6 13.6 14.9 541.2 4.3 

3 日本 经合组织成员国 2.1 13.6 23.7 541.2 3.5 

4 瑞士 经合组织成员国 0.4 13.6 5.6 541.2 2.9 

5 美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2.1 13.6 92.5 541.2 0.9 

6 德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2.7 13.6 123.5 541.2 0.9 

7 英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0.6 13.6 28.8 541.2 0.9 

8 法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0.4 13.6 25.4 541.2 0.6 

9 意大利 经合组织成员国 0.4 13.6 24.3 541.2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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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卫生巾及婴儿尿布（HS9619） 

卫生巾及婴儿尿布是指任何材料制的卫生巾（护垫）及止血塞、婴儿尿布及尿布衬里和类似品。 

1.7.1 进口几乎全部来自日本 

2017 年，中国的卫生巾及婴儿尿布的进口总额为 14.2 亿美元。尽管来源地共有 44 个国家但自日本进口额高达 12.3 亿美元，占

进口总额的 86.5%。可见，这类商品几乎全部来自日本，其他国家的份额较小。 

 

图 1-31 2017年卫生巾及婴儿尿布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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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增长趋势来看，2014 至 2015 年自日本进口额、同比增长 92.9%、99.4%，但 2016 年增速下降 7.6%，2017 年再次反弹，同比增

长接近 20%。 

 

图 1-32 卫生巾及婴儿尿布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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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浙、粤、沪、津 4 省市进口额最高 

从主要进口目的地来看，浙江、广东、上海、天津进口额超过进口总额的 80%。2017 年，浙江的进口额达 4.0 亿美元，占全国的

28.5%；广东完成进口额 3.0 亿美元，占全国的 21.0%；上海及天津分别实现进口额 2.3 和 1.6 亿美元，依次占全国的 16.0%、11.5%。 

 

图 1-33 2017年卫生巾及婴儿尿布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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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年浙江及广东的进口额同比增长较快，2017年两省已稳居全国前两位。相比之下，2017年上海进口额则同比减少 43.2%，从

全国第二位滑落，仅次于广东排名第三。同期天津进口额增速高达 245.5%，进口规模增长迅猛。 

 

图 1-34 卫生巾及婴儿尿布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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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1-35 2017年全球卫生巾及婴儿尿布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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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进口强度 

中国是日本卫生巾及婴儿尿布最大的出口目的市场，进口强度高达 7.1，在这种商品领域两国彼此高度依赖。 

表 1-7 2017年卫生巾及婴儿尿布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中国自该国进口额

（亿美元） 

中国自全球进口额

（亿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口总额

（亿美元） 

该商品全球出口额

总和（亿美元） 

中国进口

强度 

1 日本 经合组织成员国 12.3 14.2 16.2 133.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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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重要技术装备及关键原材料、零部件 

我们根据“中国鼓励进口的重要装备税目”和“享受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关键零部件、原材料产品税目”所列示的 8 位编

码商品，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对贸易数据进行清洗、加工、整合和分析，遴选出进口额排名前列的 7大类重要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

原材料。第一大类是集成电路（HS8542），第二大类是通信设备（HS8517），第三大类是计算机及其部件（HS8471），第四大类是半导

体或平板显示器生产设备（HS8486），第五大类是半导体器件（HS8541），第六大类是汽车零部件（HS8708），第七大类是激光器及光

学仪器（HS9013）。 

我们尝试通过数据呈现各类商品的进口来源地、国内进口目的地及这些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流向，通过计算进口强度来显示

中国市场对于出口国的重要性，希望能为进一步扩大进口提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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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集成电路（HS8542） 

集成电路主要包括处理器及控制器、存储器、放大器及其零件等。 

2.1.1 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中国台湾份额最大 

从主要进口来源地来看，2017 年中国大陆自台湾、韩国、马来西亚和日本的集成电路进口额共计 1842.5 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80.8%。中国台湾是最大的进口来源地，进口额达 809.0亿美元。 

 

图 2-1 2017年集成电路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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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年大陆自台湾的进口持续增长，但变化幅度不大，2017年同比增长 10.7%，同年中国自韩国进口增长最快，同比增速达 24.7%。 

 

图 2-2 集成电路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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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广东进口额最高但增速平平 

2017年集成电路的进口集中度较高，广东、江苏、上海、四川和河南 5省市的进口额共 1864.3 亿美元，占全国的 81.7%。 

 

图 2-3 2017年集成电路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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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成电路进口大省中，四川近两年同比增速分别为 45.5%和 46.6%。而第一进口大省广东的进口额增速平平，经过连续两年微增

后，2017年同比下降 14.7%。 

 

图 2-4 集成电路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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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2-5 2017年全球集成电路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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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进口强度 

中国大陆是台湾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市场，进口强度高达 2.2。中国自日本的进口强度为 1.2，可作为进一步拓展的进口来源地。 

表 2-1 2017年集成电路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中国自该国进

口额（亿美

元） 

中国自全球进

口额（亿美

元） 

该国该商品出

口总额（亿美

元） 

该商品全球出

口额总和（亿

美元） 

中国进口强度 

1 中国台湾 — 809.0 2280.9 858.1 5227.6 2.2 

2 韩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 656.6 2280.9 861.1 5227.6 1.7 

3 马来西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38.4 2280.9 330.3 5227.6 1.7 

4 日本 经合组织成员国 138.5 2280.9 266.0 5227.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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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通信设备（HS8517） 

通信设备主要包括电话机、基站和其他声音或视频传输、转换设备等。 

2.2.1 主要进口来源地向东南亚转移的趋势明显 

2017 年中国大陆自越南、韩国、日本、台湾和泰国进口额合计占进口总额的 85.1%。当年自日、韩进口同比下降，自越南、台湾

和泰国的进口额同比上升。 

 

图 2-6 2017年通信设备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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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 4 年增速来看，中国自越南的进口稳定增长且幅度明显扩大，2017 年同比大幅增长 327.1%，超过韩国跃居第一大进口来源

地。近 2-3 年，中国大陆自台湾、泰国的进口额也在增长。与此同时，中国自韩国进口增速连续 4 年下降，主要来源地已从东亚逐步

转至东南亚。 

 

图 2-7 通信设备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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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广东约占全国一半，其他主要省份增速普遍下降 

通信设备的进口集中度较高，广东、江苏、山东、天津、河南五省的进口额共计 224.9亿美元，占全国的 82.6%。由于大中型通信

设备制造商较多集中于广东，该省通信设备进口额接近全国的一半。 

 

图 2-8 2017年通信设备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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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进口目的地中，天津进口额连续 4年同比下降，平均每年降幅超过 20%；近 2年广东、山东和河南三省也均同比下降，其中

2017 年河南的进口额同比大幅下降 63.2%，在主要进口目的地中降幅最大。 

 

图 2-9 通信设备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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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2-10 2017年全球通信设备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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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进口强度 

越南是中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其他主要来源地的进口强度均高于 4，这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日本，进口强度高达 6.8）高度依

赖中国市场。 

表 2-2 2017年通信设备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中国自该国

进口额（亿

美元） 

中国自全球进

口额（亿美

元） 

该国该商品

出口总额

（亿美元） 

该商品全球出

口额总和（亿

美元） 

中国进口强度 

1 越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96.3 272.1 — 2858.0 — 

2 日本 经合组织成员国 32.2 272.1 49.6 2858.0 6.8 

3 泰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8.4 272.1 42.3 2858.0 4.6 

4 中国台湾 — 24.3 272.1 62.6 2858.0 4.1 

5 韩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 60.3 272.1 156.5 2858.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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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计算机及其部件（HS8471） 

计算机及其部件主要包括笔记本电脑、台式计算机、服务器及相关输入、输出和存储部件。 

2.3.1 主要来自东南亚，泰国份额最大，新加坡增速最快 

2017年中国大陆主要自泰国、台湾、菲律宾、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6个国家及地区进口计算机及其部件，进口额占总额的

85.6%。自泰国进口额占比最高，达到 26.7%，自新加坡进口增速最快，达到 34.2%。 

 

图 2-11 2017年计算机及其部件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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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 4 年增速来看，中国自泰国的进口额波动幅度较小，自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进口增速趋势基本一致，三个国家及地区

的进口额均同比显著增加，增幅分别是 25.4%、23.8%和 34.2%。 

 

图 2-12 计算机及其部件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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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进口目的地高度集中，粤、沪 2 地进口额超全国半数 

广东、上海、江苏、重庆、福建和北京 6省市的进口额共计 137.7亿美元，占全国进口总额的 82.5%，仅广东、上海两地的进口额

就已超过全国的一半。 

 

图 2-13 2017年计算机及其部件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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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进口目的地中，北京连续 4年同比下降。除福建外，2017 年其他省市的进口额均显著下降，其中广东下降幅度最大，达到

46.5%。 

 

图 2-14 计算机及其部件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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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2-15 2017年全球计算机及其部件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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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进口强度 

中国大陆是台湾最重要的出口市场，进口强度高达 6.3。菲律宾、泰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高度依赖中国市场。新加坡则可

作为大力开拓的进口来源地。 

表 2-3 2017年计算机及其部件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中国自该国

进口额（亿

美元） 

中国自全球

进口额（亿

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

口总额（亿美

元） 

该商品全球出

口额总和（亿

美元） 

中国进口强度 

1 中国台湾 — 23.4 166.9 44.3 1994.1 6.3 

2 菲律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1.6 166.9 49.9 1994.1 5.2 

3 泰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44.6 166.9 118.2 1994.1 4.5 

4 韩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 20.9 166.9 63.0 1994.1 4.0 

5 马来西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0.4 166.9 84.7 1994.1 2.9 

6 新加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1.9 166.9 90.4 1994.1 1.6 

 

 

 

 

 

 



中国进口路线图（2018） 

64 

2.4 半导体或平板显示器生产设备（HS8486） 

半导体或平板显示器生产设备主要包括晶圆生产设备、高速贴片机和平板显示器生产线等。 

2.4.1 进口主要来源于日本，2017 年中国台湾增速最快 

2017年中国大陆主要自日本、韩国、美国、台湾、新加坡进口半导体或平板显示器生产设备，其中自日本进口额占比最高，达到

35.8%，自台湾进口增速最快，同比增长约 1倍。 

 

图 2-16 2017年半导体或平板电脑生产设备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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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 年中国自大多数进口来源地的进口额均同比增长。其中，自日本的进口稳定持续增长，自美国、台湾的进口增速波动幅度较

大，部分年份如 2014-2015年（美国）和 2016-2017年（台湾）增长超过 1倍。 

 

图 2-17 半导体或平板电脑生产设备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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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川、皖、陕等中西部省跻身主要进口目的地 

江苏、福建、四川、安徽、广东、上海、陕西和辽宁等 8 个省市是主要进口目的地，进口额合计 155.8 亿美元，占全国进口总额

的 80.6%，四川、安徽和陕西 3个中西部省份占据相当高比重。  

 

图 2-18 2017年半导体或平板显示器生产设备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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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最大进口省份江苏同比增长 53.2%，继续位居全国首位。西部省份四川同比大幅增长 479.9%，与前两位的差距明显缩小。 

 

图 2-19 半导体或平板显示器生产设备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说明：因进口数据缺失，辽宁省、安徽省部分年份的同比增速无法计算，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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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2-20 2017年半导体或平板显示器生产设备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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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进口强度 

尽管中国自日本的进口额最高，但自台湾的进口强度高达 6.2，台湾对大陆市场的依赖程度非常高。除此之外，中国可考虑更多自

美国和新加坡进口。 

表 2-4 2017年半导体或平板显示器生成设备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中国自该国

进口额（亿

美元） 

中国自全球

进口额（亿

美元） 

该国该商品

出口总额

（亿美元） 

该商品全球出

口额总和（亿

美元） 

中国进口强度 

1 中国台湾 — 20.9 193.3 13.0 735.8 6.1 

2 韩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 37.3 193.3 68.6 735.8 2.1 

3 日本 经合组织成员国 69.3 193.3 226.9 735.8 1.2 

4 美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26.0 193.3 175.6 735.8 0.6 

5 新加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3.2 193.3 91.3 735.8 0.6 

 

 

 

 

 

 



中国进口路线图（2018） 

70 

2.5 半导体器件（HS8541） 

半导体器件主要包括二极管、晶体管及光敏半导体等。 

2.5.1 主要进口来源地在日韩和东南亚，中国台湾、日本份额最大 

2017年中国大陆主要自日本、台湾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进口半导体器件。其中，自台湾和日本的进口额最高但同比下降。中国自

泰国的进口额基数较小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图 2-21 2017年半导体器件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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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进口来源地中，仅有泰国近 4 年连续增长，同期大陆自台湾、日本的进口额呈下降趋势。尽管如此，短期内泰国无法成为中

国半导体器件的最重要供应国。 

 

图 2-22 半导体器件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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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粤、苏两省进口额超六成 

广东、江苏两省作为机电产品生产大省和外向型经济省份，上下游产业链相对完善，半导体器件进口额合计 126.2 亿美元，占全

国进口总额 64.3%，在全国占据绝对优势。 

 

图 2-23 2017年半导体器件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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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进口目的地中，近 3 年广东进口额持续下降，2017 年降幅高达 44.3%。江苏、上海整体稳中微降，天津则连续 4 年同比下

降，但由于基数较小，绝对值变化不大。 

 

图 2-24半导体器件主要进口省份历年进口额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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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2-25 2017年半导体器件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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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进口强度 

从进口强度看，中国大陆自台湾的进口强度达 2.9，大陆市场对于台湾比较重要；中国自其他主要来源地的进口强度均高于 1，菲

律宾、泰国、韩国和马来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比较依赖中国市场。 

表 2-5 2017年半导体器件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中国自该国

进口额（亿

美元） 

中国自全球

进口额（亿

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

口总额（亿美

元） 

该商品全球出

口额总和（亿

美元） 

中国进口强度 

1 中国台湾 — 44.4  196.4  61.1  786.4  2.9  

2 菲律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9.3  196.4  17.2  786.4  2.2  

3 日本 经合组织成员国 42.6  196.4  88.3  786.4  1.9  

4 泰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8.9  196.4  20.1  786.4  1.8  

5 韩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 25.6  196.4  61.9  786.4  1.7  

6 马来西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7.9  196.4  85.0  786.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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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汽车零部件（HS8708） 

汽车零部件包括汽车车身、驱动系统、传动系统、制动系统、悬挂系统、排气系统、安全系统等零部件。 

2.6.1 进口来源地集中于德、日、韩等汽车制造强国 

从进口来源地看，汽车零部件（HS8708）主要进口自德国、日本和韩国等汽车制造强国。2017年中国自三国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

69.0%，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由这三个国家各大汽车品牌在华子公司或合资公司完成进口的。 

 

图 2-26 2017年汽车零部件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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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 4 年增速来看，虽然 2014-2015年中国自德国、日本的进口增速明显下降，但 2017年两国均出现回升。同年，中国自韩国的

进口额显著下降，降幅达 35.4%，减少的份额主要由德国和日本填补。 

 

图 2-27 汽车零部件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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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沪、吉等 7省市占全国八成，2017 年广东增幅较大 

从主要进口目的地看，上海、吉林、北京、广东、辽宁、江苏和天津进口额总和占全国的 80.3%，这与国内主要汽车厂商在全国的

布局基本一致。 

 

图 2-28 2017年汽车零部件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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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要进口目的地来看，2017 年上海超越吉林成为最大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目的地，同期吉林、北京略有下降，其他省市则同比增

长，其中广东的增幅最大，达到 31.4%。 

 

图 2-29 汽车零部件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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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2-30 2017年汽车零部件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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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进口强度 

中国自日本的进口强度达 2.7，中国市场对于日本汽车零部件出口商尤为重要，韩国、德国也比较依赖中国市场。而中国自法国、

美国和墨西哥的进口强度小于 1，进口略显不足。 

表 2-6 2017年汽车零部件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中国自该国

进口额（亿

美元） 

中国自全球

进口额（亿

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

口总额（亿美

元） 

该商品全球出

口额总和（亿

美元） 

中国进口强度 

1 日本 经合组织成员国 71.8  270.1  344.4  3476.9  2.7  

2 韩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 27.9  270.1  195.3  3476.9  1.8  

3 德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86.6  270.1  626.3  3476.9  1.8  

4 法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6.5  270.1  153.3  3476.9  0.5  

5 美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18.4  270.1  449.5  3476.9  0.5  

6 墨西哥 经合组织成员国 6.1  270.1  269.0  3476.9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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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激光器及其他光学仪器（HS9013） 

激光器及其他光学仪器主要包括液晶屏、激光器、精密光学测量仪、望远镜等。 

2.7.1 来源地仅限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进口集中度高 

2017 年中国大陆自台湾、韩国和日本进口激光器及其他光学仪器共计 240.5 亿美元，其中台湾是最大的进口来源地，进口额为

104.3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38.6%。 

 

图 2-31 2017年激光器及其他光学仪器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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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年中国主要进口来源地进口增速普遍下降。其中自韩国进口增速连续 4年下降，落后于中国台湾成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 

 

图 2-32 激光器及其他光学仪器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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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粤、苏、闽、鲁 4 省进口额近八成，但同比增速普遍下降 

2017 年广东、江苏、福建和山东 4 省的进口额共 215.3 亿美元，占全国进口总额的 79.7%，体现出这四个经济大省在高新技术领

域、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领先优势地位。 

 

图 2-33 2017年激光器及其他光学仪器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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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 4 年增速来看，大多数省市进口额均同比下降。2017年，除山东同比略增 1.5%以外，其他省市均同比下降。 

 

图 2-34 激光器及其他光学仪器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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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2-35 2017年激光器及其他光学仪器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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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进口强度 

大陆市场对于台湾来说比较重要，进口强度达 2.2。而中国自韩国的进口强度为 0.9，仍有继续扩大进口的空间。 

表 2-7 2017年激光器及其他光学仪器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中国自该国

进口额（亿

美元） 

中国自全球

进口额（亿

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

口总额（亿美

元） 

该商品全球出

口额总和（亿

美元） 

中国进口强度 

1 中国台湾 — 104.3  270.3  67.3  382.3  2.2  

2 日本 经合组织成员国 43.2  270.3  51.3  382.3  1.2  

3 韩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 93.1  270.3  149.9  382.3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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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农产品 

我们在 2017年《中国海关 HS编码第三版》中选取 1-24章的全部农产品进行分析，按照 4位海关编码共整理了 197类农产品，并

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对贸易数据进行清洗、加工、整合、和分析后，按进口额排序遴选出 16类进口规模较大的农产品，依次如下：第

一类是大豆（HS1201），第二类是奶粉麦精食品（HS1901），第三类是冻鱼（HS0303），第四类是棕榈油（HS1511），第五类是冻牛肉

（HS0202），第六类是葡萄酒（HS2204），第七类是甲壳动物（HS0306），第八类是动物饲料（HS2301），第九类是猪肉（HS0203），

第十类是食用肉杂碎（HS0206），第十一类是油菜籽（HS1205），第十二类是浓缩保健食品（HS2106），第十三类是乳与奶油（HS0402），

第十四类是榴莲等鲜果（HS0810），第十五类是大麦（HS1003），第十六类是稻谷、大米（HS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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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大豆（HS1201） 

大豆主要包括用于破碎榨油用大豆和种用大豆等。 

3.1.1 主要自巴西和美国进口的格局保持稳定 

中国自巴西、美国两国的大豆进口额占到进口总额的 80%以上，进口来源高度集中。巴西、美国为世界大豆产量最高、出口量最大

的两个国家，一直以来是中国最重要的大豆进口来源地。 

 

图 3-1 2017年大豆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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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在 2014-2016 年均为负增长，在 2017 年增长速度强势反弹高达 34.5%。美国近年来只有在 2015 年呈负增长，其余年份均为

正增长，但在 2017年微增只有 1.4%。 

 

图 3-2 大豆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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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进口集中在东部沿海，苏、鲁、粤等 7 省占八成 

由于大中型食用油生产工厂较为集中，2017 年进口额排名前列的 7 个省市占全国的 80%以上。其中江苏、山东两省分别进口大豆

8.8 和 8.0 亿美元，分列全国前两位，占全国进口总额的 42.4%。 

 

图 3-3 2017年大豆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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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口增速来看，江苏是唯一连续 4年同比增长的省份。2017年，主要进口目的地同比增速均大幅增长。天津、广东、辽宁的增

速超过 100%，分别为是 315.5%、144.2%、103.1%。 

 

图 3-4 大豆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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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3-5 2017年全球大豆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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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进口强度 

在进口主要来源地中，巴西对于中国市场较为依赖，进口强度为 1.2。中国自美国的进口强度则不足 1，仍有一定提升空间。 

表 3-1 2017年大豆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自该国进口额

（亿美元） 

自全球进口额

（亿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口额

（亿美元） 

全球该商品出口额总和

（亿美元） 

中国进口

强度 

1 巴西 — 209.2 396.5 257.2 567.5 1.2 

2 美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139.5 396.5 216.6 567.5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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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奶粉麦精食品（HS1901） 

奶粉麦精食品包括供婴幼儿食用的零售包装配方奶粉、麦精食品及面包糕饼用的调制品、生面团等。 

3.2.1 主要进口源地集中于发达国家 

中国自荷兰、新西兰、爱尔兰等 6国的进口额总和占到进口总额的 80%以上，这些国家大多是欧洲发达国家。 

 

图 3-6 2017年奶粉麦精食品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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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年中国自荷兰、爱尔兰、德国的奶粉麦精食品呈持续增长态势。2017年，中国自法国的增速高达 197.5%，在主要来源地中排

名首位。 

 

图 3-7 奶粉麦精食品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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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粤、沪进口额最大，远高于其他省市 

广东、上海、浙江等 5省市占进口额占全国的 80%以上。其中广东进口额高达 19.7亿美元，占全国的 44%。 

 

图 3-8 2017年奶粉麦精食品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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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主要进口目的地进口额均同比增长，仅有上海同比下降。其中湖南的增幅最大，高达 109.6%。 

 

图 3-9 奶粉麦精食品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说明：重庆市因 2013-2014年部分进口数据缺失，无法准确计算同比增速，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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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3-10 2017年全球奶粉麦精食品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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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进口强度 

虽然在主要进口来源地新西兰排名第二，但其进口强度却高居榜首，达到 3.9，中国市场对其尤为重要。荷兰、澳大利亚、爱尔

兰、法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也较高，进口强度均超过 1；中国自德国的进口强度为 0.9，仍有扩大进口规模的空间。 

表 3-2 2017年奶粉麦精食品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自该国进口额

（亿美元） 

自全球进口额

（亿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口

额（亿美元） 

全球该商品出口额

总和（亿美元） 

中国进

口强度 

1 新西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 7.6 44.7 9.0 206.7 3.9 

2 荷兰 经合组织成员国 12.2 44.7 26.7 206.7 2.1 

3 澳大利亚 经合组织成员国 2.4 44.7 7.3 206.7 1.5 

4 爱尔兰 经合组织成员国 6.9 44.7 22.7 206.7 1.4 

5 法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4.2 44.7 20.2 206.7 1.0 

6 德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4.4 44.7 21.6 206.7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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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冻鱼（HS0303） 

冻鱼主要包括冻大麻哈鱼、冻鲑鱼、冻鳟鱼、冻鲑科鱼、冻鲽鱼、冻金枪鱼、冻鲱鱼等各类冷冻鱼。 

3.3.1 主要自欧美沿海国家或岛国进口 

中国自俄罗斯、美国、挪威等 6国的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 80%以上。 

 

图 3-11 2017年冻鱼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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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 年中国自俄罗斯的冻鱼进口额最大，但增速变化较小，同期中国自美国、挪威等其他主要来源地的进口增速不稳定，只有自

印度尼西亚的进口额始终保持增长。 

 

图 3-12 冻鱼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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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鲁、辽进口额占据全国八成以上 

2017年山东、辽宁两个沿海省份的冻鱼进口额占全国的 80%以上。 

 

图 3-13 2017年冻鱼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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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年，山东的整体进口额高于辽宁，但同期辽宁的平均进口增速高于山东，2017年增幅为 23.7%，与山东的差距有所缩小。 

 

图 3-14 冻鱼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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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3-15 2017年全球冻鱼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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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进口强度 

在冻鱼的进口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据重要地位。俄罗斯的进口额和进口强度均最高，中国市场对其尤为关键。除印度尼

西亚外，其他来源地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也较高，进口强度均大于 1。 

表 3-3 2017年冻鱼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自该国进口额

（亿美元） 

自全球进口额

（亿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口

额（亿美元） 

全球该商品出口额

总和（亿美元） 

中国进

口强度 

1 俄罗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2.8 36.8 20.6 163.8 2.8 

2 新西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 1.2 36.8 3.1 163.8 1.7 

3 美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8.6 36.8 22.8 163.8 1.7 

4 挪威 经合组织成员国 4.3 36.8 14.7 163.8 1.3 

5 加拿大 泾河组织成员国 0.9 36.8 3.2 163.8 1.3 

6 印度尼西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0 36.8 4.7 163.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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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棕榈油（HS1511） 

棕榈油主要包括初榨棕榈油及其分离品。 

3.4.1 印尼和马来西亚是最主要来源地，进口额超八成 

由于地处东南亚热带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棕榈资源丰富，中国自两国的进口额总和占进口总额的 80%以上。 

 

图 3-16 2017年棕榈油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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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 年，中国自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进口相对平稳。2014-2016 年，中国自马来西亚的进口额持续下降，2017 年企稳回升，但仍

不及 2013年的一半。 

 

图 3-17 棕榈油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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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苏、粤是棕榈油最重要进口省份 

国内主要进口目的地仍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江苏、广东、天津等 5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 80%以上，其中江苏和广东两省的进口

额超过全国的一半。 

 

图 3-18 2017年棕榈油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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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进口目的地中，江苏是唯一连续 4年进口额持续增长的省份，2017年增长迅猛，进口额几乎翻番。 

 

图 3-19 棕榈油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说明：广西自治区因 2016-2017年进口数据缺失，无法准确计算同比增速，特此说明。 



中国进口路线图（2018） 

111 

3.4.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3-20 2017年全球棕榈油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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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进口强度 

两个主要进口来源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均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两国均比较依赖中国市场，进口强度分别为 1.2和 1.1。 

表 3-4 2017年棕榈油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自该国进口额

（亿美元） 

自全球进口额

（亿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口额

（亿美元） 

全球该商品出口额总

和（亿美元） 

中国进口

强度 

1 马来西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2.9 35.0 97.1 319.3 1.2 

2 印度尼西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2.1 35.0 185.1 319.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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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冻牛肉（HS0202） 

冻牛肉包括冻整头及半头牛肉、冻带骨或去骨牛肉。 

3.5.1 进口高度集中于南美、澳洲畜牧业发达国家 

巴西、乌拉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4国进口额占到进口总额的 80%以上，这些国家均为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 

 

图 3-21 2017年冻牛肉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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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疯牛病等疫情影响，中国自 2012 年起禁止从巴西进口牛肉。2015 年中国解除禁令后进口额呈现井喷式增长，2016 年增速高达

166.9%。目前巴西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牛肉进口来源地。中国自乌拉圭的牛肉进口额连续 4 年增长，现已超越澳大利亚成为第二大进口

来源地。 

 

图 3-22 冻牛肉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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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津、沪为冻牛肉主要进口目的地 

天津、上海、江苏等 5省市的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 80%以上，其中天津、上海的进口额分别高达 10.4和 8.5亿美元，两省市进口

额占全国的 63.1%。 

 

图 3-23 2017冻牛肉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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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年天津和上海的冻牛肉进口额均持续增长，2017年天津的同比增速高达 165.4%，在各主要进口目的地中排名第一。 

 

图 3-24 冻牛肉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中国进口路线图（2018） 

117 

3.5.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3-25 2017年冻牛肉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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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进口强度 

乌拉圭与中国之间的冻牛肉贸易最为密切，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也最高，进口强度达 3.2。新西兰、巴西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依赖

度一般。 

表 3-5 2017年冻牛肉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自该国进口额

（亿美元） 

自全球进口额

（亿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

口额（亿美

元） 

全球该商品出

口额总和（亿

美元） 

中国进口强度 

1 乌拉圭 — 6.4 29.9 11.7 176.8 3.2 

2 新西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 3.8 29.9 18.1 176.8 1.2 

3 巴西 — 8.7 29.9 43.9 176.8 1.2 

4 澳大利亚 经合组织成员国 5.9 29.9 34.5 176.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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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葡萄酒（HS2204） 

葡萄酒主要包括葡萄汽酒、鲜葡萄酒和酿酒葡萄汁等。 

3.6.1 主要自法国、澳大利亚、智利等 4 国进口 

法国、澳大利亚、智利、西班牙均是世界主要的葡萄酒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自上述 4国的进口额占到进口总额的 80%以上。 

 

图 3-26 2017年葡萄酒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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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 年中国自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的葡萄酒进口保持稳定增长，其中，澳大利亚的平均增速明显高于其他国家，2015 年增速高达

76.9%，与第一名法国的差距逐步缩小。 

 

图 3-27 葡萄酒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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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广东是葡萄酒进口大省和集散中心，沪、鲁两地紧随其后 

广东、上海、山东等 5省市是葡萄酒主要的进口目的地，进口额占全国的 80%以上。 

 

 图 3-28 葡萄酒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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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年广东是唯一持续增长的主要进口目的地，2015年进口增速高达 103.8%。2017年上海、山东、浙江增长也比较强劲，同比增

速分别是 28.8%、47.6%和 43.5%。 

 

图 3-29 葡萄酒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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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3-30 2017年葡萄酒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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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进口强度 

中国的进口葡萄酒全部来自经合组织成员国。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最为紧密，进口强度高达 4.5，智利和法国紧随其后。自

西班牙进口规模则略显不足，进口强度仅有 0.7。 

表 3-6 2017年葡萄酒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自该国进口额

（亿美元） 

自全球进口额

（亿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口额

（亿美元） 

全球该商品出口额总和

（亿美元） 

中国进口

强度 

1 澳大利亚 经合组织成员国 7.3 27.9 20.2 347.0 4.5 

2 智利 经合组织成员国 3.3 27.9 20.2 347.0 2.0 

3 法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11.0 27.9 103.0 347.0 1.3 

4 西班牙 经合组织成员国 1.9 27.9 32.7 347.0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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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甲壳动物（HS0306） 

甲壳动物主要包括虾蟹等水产品及其种苗等。 

3.7.1 进口多元化，来源地相对分散 

加拿大、美国、新西兰等 11国是中国的主要进口来源地，与其他商品相比，甲壳动物的来源地相对分散。进口额最大的加拿大占

中国进口总额的 22.7%。 

 

图 3-31 2017年甲壳动物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中国进口路线图（2018） 

126 

近 4年，中国自加拿大、俄罗斯的进口额均稳定增长。2017年中国自澳大利亚的进口额增长近三倍，增幅高达 297.5%，在各主要

来源地中表现突出。 

 

图 3-32 甲壳动物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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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进口区域集中于东部 5 省市，沪、粤进口额最大 

上海、广东、山东、辽宁和北京东部 5省市占进口总额的 80%以上，仅沪、粤两地进口额就几乎占全国的一半。 

 

图 3-33 2017年甲壳动物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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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年，排名前三的上海、广东、山东均持续增长。2017年山东、上海的增速分别为 33.0%和 25.9%，居全国首位。 

 

图 3-34 甲壳动物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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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3-35 2017年全球甲壳动物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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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进口强度 

主要进口来源地中，中国自新西兰的进口强度最高，达到 5.8。美国、澳大利亚及加拿大也比较依赖中国市场，进口强度均在 1和

2 之间。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强度看，可考虑增加泰国、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规模。 

表 3-7 2017年甲壳动物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自该国进口额

（亿美元） 

自全球进口额

（亿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口

额（亿美元） 

全球该商品出口额

总和（亿美元） 

中国进

口强度 

1 
新西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合组织成

员国 
2.2 25.0 2.3 147.3 5.8 

2 美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2.9 25.0 10.1 147.3 1.7 

3 澳大利亚 经合组织成员国 1.6 25.0 6.1 147.3 1.5 

4 加拿大 经合组织成员国 5.7 25.0 27.8 147.3 1.2 

5 泰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5 25.0 11.7 147.3 0.8 

6 俄罗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2 25.0 9.5 147.3 0.8 

7 阿根廷 — 1.4 25.0 12.2 147.3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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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动物饲料（HS2301） 

动物饲料主要包括鱼粉、肉骨粉等。 

3.8.1 秘鲁是最主要动物饲料进口来源地 

秘鲁、美国、越南等 5国的进口额总和占到进口总额的 80%。秘鲁作为世界最大的鱼粉出口国，是中国的最主要动物饲料进口来源

地。 

 

图 3-36 2017年动物饲料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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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自秘鲁进口增长 76.7%，增速在各国中最高，其他国家与秘鲁的规模差距拉大。近 4 年中国自越南的平均进口增速最

高，但进口规模仍远小于秘鲁和美国。 

 

图 3-37 动物饲料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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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粤、闽作为水产养殖大省，动物饲料进口居全国前列 

国内主要的水产品饲料生产工厂以及水产养殖产业链多集中在广东、福建等水产养殖大省，两省进口额超过进口总额的 60%。 

 

图 3-38 2017年动物饲料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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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广东、上海和辽宁的进口额显著增长，其中上海的同比增速高达 226.1%，进口额已逼近福建。福建进口额已连续两年有

所下降，但整体进口规模居全国第二位。 

 

图 3-39 动物饲料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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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3-40 2017年全球动物饲料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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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进口强度 

中国自秘鲁的进口强度为 1.9，秘鲁对中国市场比较依赖。而中国自俄罗斯进口强度达 2.7，两国在动物饲料的贸易联系比较紧密。

俄罗斯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可以自俄国进一步扩大进口规模。 

表 3-8 2017年动物饲料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自该国进口额（亿

美元） 

自全球进口额（亿

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口额

（亿美元） 

全球该商品出口额总和

（亿美元） 

中国进口

强度 

1 俄罗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0.9 24.2 0.7 52.8 2.7 

2 秘鲁 — 12.9 24.2 14.5 52.8 1.9 

3 美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3.0 24.2 6.5 52.8 1.0 

4 智利 经合组织成员国 1.0 24.2 3.3 52.8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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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猪肉（HS0203） 

猪肉主要包括鲜冷整头及半头猪肉、鲜冷带骨猪前后腿及其肉块、冻整头及半头猪肉等。 

3.9.1 主要进口自西班牙和德国，2017 年各国进口额普遍下降 

2017年中国猪肉进口的 83.1%来源于欧盟及美国、加拿大等七国，总金额 18.5亿美元。自西班牙的进口额最大，占总额的 19.8%。

其次是德国，占比为 17.7%。 

 

图 3-41 2017年猪肉主要进口来源地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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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中国自主要来源地的猪肉进口增速波动较大。2016 年自各国进口额均显著增长，荷兰的增幅最高，达到 298.8%。而 2017

年各国增速均同比下降，平均降幅在 30%左右。 

 

图 3-42 猪肉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中国进口路线图（2018） 

139 

3.9.2 粤、津、沪等 5 省市超八成，2017 年增速普遍下滑 

2017年广东、天津、上海、江苏和山东 5省市进口猪肉总额 28.0 亿美元，占全国进口总额的 81%。其中广东进口额最大，占总额

的 27.0%，其次是天津，占比 23.4%。 

 

图 3-43 2017年猪肉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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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个主要进口目的地中，广东、山东连续 3年迅速增长，但 2017年同比显著下降。近 3年天津的进口额均呈同比增长态势，同

期上海、江苏表现不稳定。 

 

图 3-44 猪肉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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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3-45 2017年全球猪肉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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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 进口强度 

2017 年中国猪肉全部自经合组织成员国进口。从进口强度来看，中国市场对法国最为重要，进口强度达到 3，其他国家也比较依

赖中国这一庞大的猪肉消费市场。 

表 3-9 2017年猪肉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中国自该国进

口额（亿美

元） 

中国自全球进

口额（亿美

元） 

该国该商品出

口总额（亿美

元） 

该商品全球出

口额总和（亿

美元） 

中国进口强度 

1 法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1.2 22.2 9.3 541.2 3.0 

2 加拿大 经合组织成员国 2.7 22.2 25.2 541.2 2.6 

3 西班牙 经合组织成员国 4.4 22.2 40.7 541.2 2.6 

4 德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3.9 22.2 47.7 541.2 2.0 

5 荷兰 经合组织成员国 1.6 22.2 21.7 541.2 1.8 

6 丹麦 经合组织成员国 1.8 22.2 27.4 541.2 1.6 

7 美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2.9 22.2 45.8 541.2 1.5 

 

 

 

 

 



中国进口路线图（2018） 

143 

3.10 食用肉杂碎（HS0206） 

食用肉杂碎主要包含鲜、冷牛/猪杂碎、冻牛/猪肝、冻牛舌及其他鲜、冷杂碎等。 

3.10.1 美国份额最大，主要来源地进口增速不稳定 

2017年中国 83.9%的食用肉杂碎自美国、德国、丹麦等 7国进口，其中自美国进口额最高，达 8.7 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39.8%。 

 

图 3-46 2017年食用肉杂碎主要进口来源地（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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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年中国自美国、丹麦、德国、加拿大的进口增速涨跌互现，同期自西班牙与荷兰的进口增速则持续增长。2016 年，中国自美

国的进口增幅高达 227.5%，自加拿大进口增幅达 168.3%，两国均出现超常规增长的情况。 

 

图 3-47 食用肉杂碎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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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 粤、津两地进口额最多，2017年安徽进口大幅增长 

2017年广东、天津、上海和安徽四个主要进口目的地占全国的 84.6%，进口额合计达 18.6亿美元。其中广东进口额占比最大，达

全国进口总额的 35.0%。 

 

图 3-48 2017年食用肉杂碎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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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 年天津、上海的进口额波动幅度相对较小，同期广东、安徽的进口波动较大。2016 年，广东的进口额同比大幅增长 276.0%，

2017 年则略有下降。 

 

图 3-49食用肉杂碎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说明：安徽省因 2015-2016年进口数据缺失，无法准确计算同比增速，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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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3-50 2017年全球食用肉杂碎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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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4 进口强度 

中国的进口主要源自经合组织成员国，其中，丹麦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进口强度高达 2.9。各主要来源地中，荷兰与中国

的进口贸易联系不强，进口强度仅为 0.9。 

表 3-10 2017年食用肉杂碎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中国自该国进

口额（亿美

元） 

中国自全球进

口额（亿美

元） 

该国该商品出

口总额（亿美

元） 

该商品全球出

口额总和（亿

美元） 

中国进口强度 

1 丹麦 经合组织成员国 2.2 22.0 3.0 89.2 2.9 

2 美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8.7 22.0 16.0 89.2 2.2 

3 西班牙 经合组织成员国 2.0 22.0 4.0 89.2 2.0 

4 加拿大 经合组织成员国 1.8 22.0 4.2 89.2 1.8 

5 德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2.1 22.0 8.4 89.2 1.0 

6 荷兰 经合组织成员国 1.5 22.0 6.6 89.2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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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油菜籽（HS1205） 

油菜籽主要包括低芥子酸油菜籽、其他油菜籽等。 

3.11.1 进口来源地中加拿大独大 

2017年，加拿大是中国最主要的油菜籽进口来源地，进口额为 20.8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95.9%，同比增长 44.2%。出色的油菜

籽品质是加拿大成为中国最主要进口来源地的重要原因。 

 

图 3-51 2017年油菜籽主要进口来源地（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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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自加拿大油菜籽进口额 24.8亿美元，同比增长 34.6%，之后连续两年增速下降，2017 年则反弹回升。 

 

图 3-52 油菜籽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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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粤、桂等 4 省进口额接近全国九成 

2017年广东、广西、福建和江苏 4省是主要进口目的地，进口额共 19.4亿美元，占全国的 89.4%。由于两广与福建新上马或改扩

建的油菜籽压榨工厂较多，所以对进口油菜籽的需求量较大。而江苏作为传统的油菜籽主产区，以压榨国产油菜籽为主，进口额逊于

上述 3 省。 

 

图 3-53 2017年油菜籽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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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4个主要进口目的地的进口额均同比下降，而 2017年这些省份又全部回升，而且增长幅度明显大于下降幅度。其中，2017

年广东进口额同比大幅增长 239.9%，在各省中最高。 

 

图 3-54 油菜籽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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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3-54 2017年全球油菜籽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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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 进口强度 

加拿大是中国油菜籽的最大进口来源地，进口强度高达 2.0，两国在此类商品领域的贸易依存度较高。 

表 3-11 2017年油菜籽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中国自该国进口额

（亿美元） 

中国自全球进口额

（亿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口总额

（亿美元） 

该商品全球出口额总和

（亿美元） 

中国进口

强度 

1 加拿大 经合组织成员国 20.8 21.6 50.4 105.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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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浓缩保健食品（HS2106） 

浓缩保健食品主要包括浓缩蛋白质、制碳酸饮料用浓缩物、胶囊等。 

3.12.1 美国和澳大利亚为主要进口来源地，且进口额稳定增长 

2017 年浓缩保健食品的进口 80.3%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及地区。其中自美国进口的金额为 3.9 亿美元，占总额的

20.7%。自澳大利亚进口的金额为 3.7 亿美元，占总量的 19.9%。 

 

图 3-56 2017年浓缩保健食品主要进口来源地（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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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年浓缩保健食品主要来自 1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自澳大利亚的进口额增长最为迅猛，2015年较 2014年增长 836.7%，并在随

后的几年持续保持增长,其他大多数国家也整体呈增长态势。 

 

图 3-57 浓缩保健食品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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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进口集中于沪、粤和浙等食品生产、消费大省 

2017年上海、广东及浙江 3个省市进口的浓缩保健食品共 13.7 亿美元，占全国的 73.4%，其他省市的占比均在 6%以下。 

 

图 3-58 2017年浓缩保健食品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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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年，除北京在 2015年有所下降以外，其他省市的进口额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其中，浙江经连续多年大幅增长后，进口额已接

近广东，排名全国第三位。 

 

图 3-59 浓缩保健食品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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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3-60 2017年全球浓缩保健食品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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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4 进口强度 

除泰国和韩国外，目前中国主要从经合组织成员国进口各类浓缩保健食品。其中，中国市场对澳大利亚十分重要，进口强度高达

5.3。中国台湾紧随其后，进口强度为 5.1。今后中国可自加强与泰国、韩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 

表 3-12 2017年浓缩保健食品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中国自该国进

口额（亿美

元） 

中国自全球进

口额（亿美

元） 

该国该商品出口

总额（亿美元） 

该商品全球出口

额总和（亿美

元） 

中国进

口强度 

1 澳大利亚 经合组织成员国 3.7 18.6 13.6 363.7 5.3 

2 中国台湾 — 1.2 18.6 4.6 363.7 5.1 

3 日本 经合组织成员国 0.7 18.6 5.2 363.7 2.8 

4 泰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3 18.6 12.6 363.7 2.0 

5 韩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 0.6 18.6 7.8 363.7 1.4 

6 美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3.9 18.6 56.0 363.7 1.3 

7 西班牙 经合组织成员国 0.4 18.6 7.1 363.7 1.1 

8 德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1.6 18.6 33.9 363.7 0.9 

9 加拿大 经合组织成员国 0.5 18.6 9.9 363.7 0.9 

10 英国 经合组织成员国 0.5 18.6 15.8 363.7 0.6 

11 荷兰 经合组织成员国 0.6 18.6 31.1 363.7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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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乳与奶油（HS0402） 

乳与奶油商品包括固态乳及奶油、未加糖的固态乳及奶油、其他固态乳及奶油、其他浓缩的乳及奶油等。 

3.13.1 新西兰为最主要来源地，2017年进口额上升明显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是奶牛养殖和乳制品生产规模较大的国家。2017 年中国有 16.5亿美元的“乳与奶油”从新西兰进口，进口额占

比高达 74.0%，自澳大利亚进口 1.9 亿美元，进口额占总额的 8.6%。 

 

图 3-61 2017年乳与奶油主要进口来源地（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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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 4 年增速来看，除了 2015 年进口额大幅下降以外，其他年份进口额均保持持平或上升态势。 

 

图 3-52 乳与奶油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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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 主要地区进口规模相对平均，近两年进口增速回升 

2017年上海、广东、浙江、天津、北京、山东和内蒙古 7个省市的进口金额 18.6亿美元，占总量的 83.9%。这些省市进口额差距

不明显，进口规模最大的上海、广东分别是 4.3亿和 3.9亿美元，占比分别是 19.6%和 17.7%。 

 

图 3-63 2017年乳与奶油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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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 4 年增速看，2015 年所有主要进口目的地的进口额均同比下降，2016 年部分省市则出现回升。2017 年除内蒙古外，其他省

市的进口额均同比上升，其中，天津同比增长超过 100%。 

 

图 3-64 乳与奶油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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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3-65 2017年全球乳与奶油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中国进口路线图（2018） 

166 

3.13.4 进口强度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中国百姓进口优质乳制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市场对新西兰、澳大利亚均比较重要，进口强

度分别达到 2.4和 2.1。 

表 3-13 2017年乳与奶油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中国自该国进

口额（亿美

元） 

中国自全球进

口额（亿美

元） 

该国该商品出口

总额（亿美元） 

该商品全球出口

额总和（亿美

元） 

中国进

口强度 

1 新西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 16.5 22.1 51.4 168.9 2.4 

2 澳大利亚 经合组织成员国 1.9 22.1 7.0 168.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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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榴莲等鲜果（HS0810） 

除榴莲外，该类商品还包括猕猴桃、柿子、桑葚、越橘、加仑子等其他鲜果。 

3.14.1 泰国和越南份额最大，自新西兰进口稳定增长 

中国的榴莲等鲜果主要自泰国、越南、新西兰进口，3 国进口额合计占总额的 88.8%。2017 年中国从泰国进口榴莲等鲜果 8.2 亿

美元，占比 43.2%，是中国这类商品最主要的进口来源地。 

 

图 3-66 2017年榴莲等鲜果主要进口来源地（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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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年中国自泰国的进口增速上下波动不大，进口规模总体保持领先。自越南的进口额仅在 2015 年迅速增长短暂超越泰国，又于

2016 年明显下降退居次席。中国自新西兰的进口额持续稳定增长，但同比增速持续放缓。 

 

图 3-67 榴莲等鲜果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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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 广东占全国半壁江山，同比增速变化不大 

2017 年广东、北京和上海进口榴莲等鲜果共计 15.9 亿美元，占全国的 88.0%。其中，广东进口额居全国首位，占比达到 53.7%。 

 

图 3-68 2017年榴莲等鲜果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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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进口目的地中，广东的进口额增速波动不大。2013-2016 年上海进口额逐年增长，2016 年同比增速高达 169.2%。2014年北

京进口额同比下降 62.4%，随后两年保持微增。 

 

图 3-69 榴莲等鲜果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说明：北京市因 2016-2017年进口数据缺失，无法准确计算同比增速，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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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3-70 2017年全球榴莲等鲜果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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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4 进口强度 

榴莲等鲜果主要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其中，中国自泰国的进口强度达 3.8，说明泰国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在保证泰国稳

定供应的前提下，今后中国可继续加大自新西兰和越南的进口规模。 

表 3-14 2017年榴莲等鲜果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中国自该国进口

额（亿美元） 

中国自全球进口

额（亿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口

总额（亿美元） 

该商品全球出口额

总和（亿美元） 

中国进

口强度 

1 泰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8.2 18.9 13.6 120.6 3.8 

2 新西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 2.8 18.9 12.3 120.6 1.5 

3 越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5.8 18.9 — 12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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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大麦（HS1003） 

大麦包括种用大麦和其他大麦等。 

3.15.1 澳大利亚占最大份额，2017 年进口大幅提升 

2017年中国自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进口的大麦为 16.1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88.9%，其中澳大利亚大麦占比高达 70.7%。 

 

图 3-71 2017年大麦主要进口来源地（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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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 年中国自澳大利亚、加拿大两国的进口额整体呈增长态势。2016 年自两国进口额均同比下降，降幅分别为 43.8%和 26.3%，

2017 年增速分别反弹至 83.4%和 47.2%。 

 

图 3-72 大麦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中国进口路线图（2018） 

175 

3.15.2 苏、粤两省进口额占据半壁江山 

2017年江苏、广东 2省是最主要的大麦进口省份，占进口总额的 59.3%。其中，江苏进口额为 6.4 亿美元，占全国的 35.4%。广东

进口额为 4.3 亿美元，占全国的 23.9%。 

 

图 3-73 2017年大麦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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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年，主要进口目的地均在 2016年出现进口量不同程度的同比下降，而其余年份增长较好，江苏 2017年增幅达 300%。整体上

看，多数省市大麦的进口量呈上升态势。 

 

图 3-74 大麦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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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3-75 2017年全球大麦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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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4 进口强度 

中国大麦进口高度集中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两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两国进口强度均为 2.7，说明两国对中国市场依赖度较高。 

表 3-15 2017年大麦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地 国家类型 

中国自该国进口额

（亿美元） 

中国自全球进口额

（亿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口总额

（亿美元） 

该商品全球出口额总和

（亿美元） 

中国进口

强度 

1 加拿大 经合组织成员国 3.3 18.2 4.1 60.7 2.7 

2 澳大利亚 经合组织成员国 12.8 18.2 16.1 60.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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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稻谷、大米（HS1006） 

稻谷、大米主要包括稻谷、糙米、精米、碎米等。 

3.16.1 越南超越泰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2017年中国从越南和泰国进口稻谷、大米 15.7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85.7%。其中自越南进口额最高，占比达 55.9%，成为中国

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图 3-76 2017年稻谷、大米主要进口来源地（单位：百万美元） 

越南, 1021.7

泰国, 544.5

0%

20%

40%

60%

80%

0% 10% 20% 30% 40% 50%

占

总

进

口

额

比

重

进口额同比增速（较2016年）



中国进口路线图（2018） 

180 

近 4年中国自越南和泰国进口稻米、大米整体呈增长态势。2017 年中国自越南的进口额增速较快，达 39.2%。2014年中国自泰国

进口额增速高达 70.0%，但随后 3年持续下降，2017年同比增速为 17.9%。 

 

图 3-77 稻谷、大米自主要来源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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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2 粤占据大半份额，近年鄂进口额高速增长 

2017 年广东、湖北、福建、浙江和江苏 5 个省市进口稻谷、大米金额达 14.8 亿美元，占全国的 81.1%。其中广东作为消费大省，

进口额远超其他四个省份，达 11.4 亿美元，占全国的 62.2%。 

 

图 3-78 2017年稻谷、大米主要进口目的地分布（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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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年广东和湖北是进口额持续稳定增长的省份。其中湖北的进口额同比增长最为迅猛，2015年同比增长 574%，2017年达 442%。

2017 年江苏同比增速也超过 100%，而近 2年浙江进口额的同比增速明显放缓。 

 

图 3-79 稻谷、大米主要进口目的地历年进口额及增速（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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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3 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图 3-80 2017年全球稻谷、大米主要出口国贸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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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4 进口强度 

泰国和越南均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泰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有限，进口强度仅为 0.6，可适当扩大自泰国的进口规模。 

表 3-16 2017年稻谷、大米主要来源地进口强度 

序

号 

来源

地 
国家类型 

中国自该国进口额

（亿美元） 

中国自全球进口额

（亿美元） 

该国该商品出口总额

（亿美元） 

该商品全球出口额总和

（亿美元） 

中国进口

强度 

1 泰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5.4 18.3 51.8 103.0 0.6 

2 越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0.2 18.3 — 103.0 — 

 

 

 

 

 



中国进口路线图（2018） 

185 

第四部分 落实自最不发达国家进口优惠政策 

根据《通知》要求，中国继续落实有关给予同我建交最不发达国家 97%税目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的承诺。据统计，2017 年中国从

已建交的 29 个最不发达国家进口 296.2 亿美元商品，若 97%实现零关税待遇，至少有 287.3亿美元的商品可免征关税。 

2017年,中国与这些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呈现以下特点： 

1、从国家层面看，中国主要从非洲地区进口且集中度高 

中国从安哥拉、赞比亚、几内亚三个非洲国家进口 249.2亿美元商品，占从最不发达国家进口总额的 84.1%。自安哥拉进口商品金

额最高，达 203.3亿美元，占总额的 68.6%，97%的进口商品是原油、石油及其他烃类气等。中国自赤道几内亚、毛里塔尼亚、苏丹等

非洲国家的进口额也较高。 

2、从商品层面看，中国进口的多为工业用原材料、资源品 

中国从最不发达国家进口原油 212.5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71.7%。其中，铜、铝砂矿、原木、铁砂矿、石油气等工业原材料的进

口额是 63.8 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21.5%，含油子仁、棉花、钻石等资源品进口额约占进口总额的 5%。 

未来中国将继续给予最不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优惠措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中国向非洲国家

输出技术、投入资本，也会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同时，非洲国家可向中国出口工业原材料、资源品，共同实现中

非经济的互利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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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本《路线图》中，除特殊说明外，所有图表数据的“美元金额”单位统一为百万美元。 

2. 某商品中国主要进口来源地的选择标准：当中国某商品自部分国家的进口额合计，占同期中国某商品自全球进口总额的 80%时，

我们认为这部分国家可以作为中国某商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地。 

3. 进口目的地的含义: 本《路线图》中所指的“进口目的地”是商品的实际收货地，而不是商品的最终消费地。 

4.某商品国内主要进口目的地的选择标准：当国内部分省市某商品的进口额合计，占同期中国某商品进口总额的 80%时，我们认为这

部分省市可以作为某商品的国内主要进口目的地。 

5.某商品全球贸易流向的时间范围：2017年 

6.“全球范围”的概念说明：本《路线图》中所指的“全球范围”概念，仅指瀚闻资讯“全球贸易观察”数据库所列示的与中国有贸

易往来的 73 个主要贸易伙伴国（见附表 1） 

7.国家范围界定：经合组织成员国，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

OECD）的具体国家名单，见附表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具体国家名单见附表 3。 

8.进口强度计算公式含义及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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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含义：进口强度通常表示一国自某一贸易伙伴国的某商品进口额占一国某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国某商品出口额

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之比。数值越大，代表两国的贸易关系越紧密。在本《路线图》中，数值越大，代表中国市场对于出口国越重

要。 

（2）举例：中国自美国大豆进口额/中国大豆进口总额=A；美国大豆向全球出口额/全球大豆贸易额总计=B，则中国自美国的大豆进

口强度=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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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 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列表 

序号 国家名称 英文简称 

1 阿根廷 ARG 

2 埃塞俄比亚 ETH 

3 爱尔兰 IRL 

4 爱沙尼亚 EST 

5 奥地利 AUT 

6 澳大利亚 AUS 

7 澳门 MAC 

8 巴拉圭 PRY 

9 巴林 BHR 

10 巴西 BRA 

11 百慕大 BMU 

12 保加利亚 BGR 

13 贝宁 BEN 

14 比利时 BEL 

15 冰岛 ISL 

16 波兰 POL 

17 玻利维亚 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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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家名称 英文简称 

18 伯利兹 BLZ 

19 丹麦 DNK 

20 德国 DEU 

21 俄罗斯 RUS 

22 法国 FRA 

23 菲律宾 PHL 

24 芬兰 FIN 

25 哥伦比亚 COL 

26 哥斯达黎加 CRI 

27 格鲁吉亚 GEO 

28 韩国 PRK 

29 荷兰 NLD 

30 加拿大 CAN 

31 捷克共和国 CZE 

32 克罗地亚 HRV 

33 肯尼亚 KEN 

34 拉脱维亚 LVA 

35 立陶宛 LTU 

36 卢森堡 LUX 

37 罗马尼亚 ROU 

38 马达加斯加 MDG 

39 马耳他 MLT 

40 马来西亚 M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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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家名称 英文简称 

41 毛里求斯 MUS 

42 美国 USA 

43 秘鲁 PER 

44 墨西哥 MEX 

45 南非 ZAF 

46 挪威 NOR 

47 葡萄牙 PRT 

48 日本 JPN 

49 瑞典 SWE 

50 瑞士 CHE 

51 萨尔瓦多 SLV 

52 塞尔维亚 SRB 

53 塞浦路斯 CYP 

54 斯洛伐克 SVK 

55 斯洛文尼亚 SVN 

56 泰国 THA 

57 土耳其 TUR 

58 危地马拉 GTM 

59 委内瑞拉 VEN 

60 乌拉圭 URY 

61 西班牙 ESP 

62 希腊 GRC 

63 中国香港 H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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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家名称 英文简称 

64 新加坡 SGP 

65 新西兰 NZL 

66 匈牙利 HUN 

67 以色列 ISR 

68 意大利 ITA 

69 印度尼西亚 IDN 

70 英国 GBR 

71 约旦 JOR 

72 智利 CHL 

73 中国台湾 TWN 



中国进口路线图（2018） 

192 

附表 2 经合组织成员国列表 

序号 国家名称 英文简称 

1 爱尔兰 IRL 

2 爱沙尼亚 EST 

3 奥地利 AUT 

4 澳大利亚 AUS 

5 比利时 BEL 

6 冰岛 ISL 

7 波兰 POL 

8 丹麦 DNK 

9 德国 DEU 

10 法国 FRA 

11 芬兰 FIN 

12 荷兰 NLD 

13 加拿大 CAN 

14 捷克共和国 CZE 

15 拉脱维亚 LVA 

16 立陶宛 LTU 

17 卢森堡 LUX 

18 美国 USA 

19 墨西哥 MEX 

20 挪威 NOR 

21 葡萄牙 P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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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家名称 英文简称 

22 日本 JPN 

23 瑞典 SWE 

24 瑞士 CHE 

25 斯洛伐克 SVK 

26 斯洛文尼亚 SVN 

27 土耳其 TUR 

28 西班牙 ESP 

29 希腊 GRC 

30 新西兰 NZL 

31 匈牙利 HUN 

32 以色列 ISR 

33 意大利 ITA 

34 英国 GBR 

35 智利 C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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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列表 

序号 国家名称 英文简称 

1 阿尔巴尼亚 ALB 

2 阿富汗 AFG 

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RE 

4 阿曼 OMN 

5 阿塞拜疆 AZE 

6 埃及 EGY 

7 埃塞俄比亚 ETH 

8 爱沙尼亚 EST 

9 奥地利 AUT 

10 巴基斯坦 PAK 

11 巴勒斯坦 PSE 

12 巴林 BHR 

13 巴拿马 PAN 

14 白俄罗斯 BLR 

15 保加利亚 BGR 

16 波兰 POL 

17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BIH 

18 不丹 BTN 

19 东帝汶 TLS 

20 俄罗斯 RUS 

21 菲律宾 P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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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家名称 英文简称 

22 格鲁吉亚 GEO 

23 哈萨克斯坦 KAZ 

24 韩国  #N/A 

25 黑山 MNE 

26 吉尔吉斯斯坦 KGZ 

27 柬埔寨 KHM 

28 捷克共和国 CZE 

29 卡塔尔 QAT 

30 科威特 KWT 

31 克罗地亚 HRV 

32 拉脱维亚 LVA 

33 老挝 LAO 

34 黎巴嫩 LBN 

35 立陶宛 LTU 

36 罗马尼亚 ROU 

37 马达加斯加 MDG 

38 马尔代夫 MDV 

39 马来西亚 MYS 

40 马其顿 MKD 

41 蒙古 MNG 

42 孟加拉国 BGD 

43 缅甸 MMR 

44 摩尔多瓦 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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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家名称 英文简称 

45 摩洛哥 MAR 

46 南非 ZAF 

47 尼泊尔 NPL 

48 塞尔维亚 SRB 

49 沙特阿拉伯 SAU 

50 斯里兰卡 LKA 

51 斯洛伐克 SVK 

52 斯洛文尼亚 SVN 

53 塔吉克斯坦 TJK 

54 泰国 THA 

55 土耳其 TUR 

56 土库曼斯坦 TKM 

57 文莱 BRN 

58 乌克兰 UKR 

59 乌兹别克斯坦 UZB 

60 新加坡 SGP 

61 新西兰 NZL 

62 匈牙利 HUN 

63 叙利亚 SYR 

64 亚美尼亚 ARM 

65 也门 YEM 

66 伊拉克 IRQ 

67 伊朗 I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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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家名称 英文简称 

68 以色列 ISR 

69 印度 IND 

70 印度尼西亚 IDN 

71 约旦 JOR 

72 越南 V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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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列表 

序号 国家名称 英文简称 

1 缅甸 MMR 

2 柬埔寨 KHM 

3 孟加拉国 BGD 

4 阿富汗 AFG 

5 马尔代夫 MDV 

6 埃塞俄比亚 ETH 

7 马达加斯加 MDG 

8 尼泊尔 NPL 

9 也门 YEM 

10 多哥 TGO 

11 赞比亚 ZMB 

12 安哥拉 AGO 

13 贝宁 BEN 

14 布基纳法索 BFA 

15 布隆迪 BDI 

16 乍得 TCD 

17 科摩罗 COM 

18 吉布提 DJI 

19 赤道几内亚 GNQ 

20 厄立特里亚 ERI 

21 冈比亚 G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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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家名称 英文简称 

22 几内亚 GIN 

23 几内亚比绍 GNB 

24 莱索托 LSO 

25 利比里亚 LBR 

26 马拉维 MWI 

27 毛里塔尼亚 MRT 

28 卢旺达 RWA 

29 塞拉利昂 SLE 

30 索马里 SOM 

31 苏丹 SDN 

32 乌干达 UGA 

33 萨摩亚 WSM 

34 瓦努阿图 VUT 

35 佛得角 CPV 

36 马里 MLI 

37 莫桑比克 MOZ 

38 尼日尔 NER 

39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S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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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口路线图（2018）》中的所有数据均来自大连瀚闻资讯有限公司——全球贸易大数据库。 

有关《中国进口路线图（2018）》技术和数据咨询请联系： 

大连瀚闻资讯有限公司    李容楠     

联    系    电    话    0411-3981-6606   187-4250-8530 

电    子    邮    件    lirongnan@sinoimex.com 

传                真    0411-3981-6618 

大连瀚闻资讯有限公司 

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大连）自贸区研究院                                                                               

mailto:lirongnan@sinoime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