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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重擊全球消費行業，同時令全球消費者的消費習慣發生重大轉變。根據德勤中國
和天貓國際聯合發布的《逆勢而上，乘風破浪──中國進口消費市場研究報告2020》指出，在後疫
情時代，數字經濟、直播帶貨等線上化經濟模式，響應消費習慣的變化，而被普遍看好。線上購物
模式在整體消費下滑的大環境下逆勢上漲，自去年三月份物流全面恢復以來，保持了持續且高速的
增長。

海外節日
消費需求 「旺
季」 結束導致
2020年12月消
費 品 出 口 回
落，海外經濟
復甦帶動生產

相關商品出口高增，總體出口超預期增
長。12月進口增長強勁，主要體現中國
經濟需求有較強支撐，短期因素進一步
推升了進口需求。向後看，內外經濟增
長向好趨勢延續會帶動進出口景氣持
續，疊加2020年一季度疫情衝擊造成
的低基數，預計2021年進出口高速增
長的趨勢仍將持續。

2020年12月份，中國出口金額
（美元口徑）同比增長18.1%，11月為
21.1%；進口金額（美元口徑）增長
6.5%，11月為4.5%；貿易差額為
781.7億美元，11月為754.2億美元。
對此我們點評如下。

節日消費需求 「旺季」 結束導致消
費品出口回落，海外經濟復甦帶動生產
相關商品出口高增，總體出口超預期
增長。2020年12月出口增速較上月回
落3個百分點至18.1%，高於市場一致
預期的15.2%。從個別來看，中國對
美、歐、日、東盟的出口增速分別為
34.5%、4.3%、8.2%、18.4%，對日
本和東盟的出口增速較上月均有所回
升，分別回升了8.4和2.6個百分點；對
美國和歐盟的出口增速則出現了回落，
分別回落了11.6和4.3個百分點。對美
歐的出口增速回落主要還是由於前期美
歐節日臨近帶動消費品需求高增，
2020年12月則為需求旺季過後的自然
回落。從主要商品出口來看，消費需求
相關的服裝、節日用品、傢具等出口增
速均呈現下降；但海外生產相關的需求
表現較好，自動數據處理設備、稀土、
集成電路、液晶顯示板等商品出口增速
較上月分別回升了20、52、13及8個百
分點左右。

此外，海外疫情反覆的背景下，醫
療物資商品出口增速近期也呈現一定的
波動，2020年12月較上月增長有所下
滑。總體來看，2020年12月出口環比
變化與歷史時期較為相似。年底出口節
奏主要受到新一年春節時間對生產安排
的影響，我們對比歷史時期發現2021
年春節與2018年春節時間相近，因此
參考2017年底出口環比變化，2020年
12月的出口環比變化並未顯著高於歷史
同期。之所以出口增長超出市場預期
主要可能由於部分國家供應能力的恢
復不及預期以及部分國家經濟復甦帶
動的生產需求超預期增長，二者交疊
存在。

進口方面，2020年12月進口增長
強勁，體現國內經濟需求有較強支撐。
12月進口增速較上月回升了2個百分點
至6.5%，高於市場預期。從環比數據
觀察，12月進口環比增速為2017年以
來同期最高值，同時也顯著高於考慮到
春節效應後的可比年份2017年同期
值。總體來看，進口增長較為強勁。主
要原因有兩個方面：

（1）國內增長動能修復帶動的需
求較好。從生產的角度看，11月工業增
加值同比增長7%，環比上升0.1個百分
點，為2018年4月以來的最高值，服務
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8%，比上月加快
0.6個百分點，高於工業增長，也高於
2019年四季度水平。景氣指標顯示，
12月製造業PMI為51.9，較上個月回落
0.2，但仍位於50以上的擴張區間。多
數經濟指標顯示經濟持續乘勢而上，需
求有支撐。體現到商品上可以看到汽
車、自動數據處理設備、鐵礦、集成電
路等生產相關的商品進口高增。

（2）短期因素帶來的擾動。短期
因素的擾動包含多個方面，首先，部分
地區疫情反覆可能加速企業進口備貨節
奏，國慶以後國內呈現出疫情散點爆發
的狀況，專家提示冬季為重要的防疫時
期，因此不排除考慮到疫情短期反覆，
國內企業出現加速進口備貨和生產等狀
況。其次，國內冷冬疊加環保等因素帶
來煤炭等商品進口大幅攀升。12月主要
進口商品中煤及褐煤進口量增長13倍，
金額增長9倍左右。

最後，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仍在
進行中，中國對美國的強進口需求推升
整體進口。12月中國對美國的進口增速
較上月回升15個百分點至47.7%，對非
美地區的進口增速僅回升了1.1個百分
點至3.9%。總體來看，我們認為國內
經濟增長修復帶動的進口需求增長的力
量更強。

2020年全年出口增速為3.6%，進
口增速為-1.1%，全年貿易順差為
5350億美元，為歷史第二高順差年
份，僅低於2015年的5939億美元。
1-12月，中國出口累計增速3.6%，進
口累計增速為-1.1%，較前值分別回升
1.1和0.5個百分點。今年受到疫情對海
外持續較長時間的影響，國內出口增長
強勁。向後看，考慮到海外在疫情好轉
和疫苗逐步普及的背景下需求共振復
甦，外需對出口有一定支撐。且中國得
益於疫情得到控制後的快速修復，加速
了部分行業全球出口份額的提升，因此
我們認為2021年出口高景氣將持續；
同時國內經濟持續向好進口景氣也將持
續，但相較於2020年，2021年貿易順
差可能將有所回落。

線上進口消費迎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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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
10月政府放寬
按揭保險，九
成按揭由過往
樓價僅限400萬
元以內提高至
800萬元，八成

按揭則由600萬元以內提高至高達1000
萬元，釋放了不少潛在準買家置業需
求，透過按保成功入巿上車的人士明顯
增加。

根據香港按證保險數字，2020年
首十一個月新取用按保金額按年大幅增
加近兩倍。由於高成數按揭的使用率增
加，市場上之平均按揭成數亦呈升勢。
放寬按保前平均按揭成數約47%，
2020年截至11月最新數字之平均按揭
成數已升至57.3%，年內曾高達
58.3%，屬於近十年新高數字，但低於
樓按措施前約63%，仍屬於健康低水
平。

高成數按保用家增加，加上按保計
劃以年輕用家佔比較多，選用較長按揭
年期以減輕每月供樓負擔的人士亦增

加，銀行新批之平均按揭年期亦進一步
延長。2020年截至11月平均按揭年期
約27.4年，較2019年26.8年延長，其
中2020年10月份數字更達27.6年，屬
有紀錄以來最長，以上數字反映借款人
選用長達25年及30年較長年期的比例
進一步增加。

事實上，按揭年期在近十年持續出
現延長趨勢，十年前平均按揭年期約20
年至21年，十年間平均按揭年期逐步延
長至現時達27年。選用長還款期的好處
是降低每月供款金額，減輕供款負擔，
亦讓借款人較易通過按揭供款要求及壓
力測試。例如借款人原先希望選用20年
還款期，但入息水平未能通過銀行要
求，若改用30年還款期，每月供款額明
顯減少，可通過壓力測試的機會便提
高。以現時平均按揭額約470萬元計
算，選用30年還款期對比20年還款期
的每月供款減少約6500元，減幅達
28%。雖然按揭年期出現延長趨勢，但
在現行樓按措施下，按揭年期不可多於
30年，故此按揭年期即使再延長亦不會
超於30年。

按揭成數及年期趨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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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國家
統計局12月
份統計，實
物商品線上
零售額佔社
會消費品零
售總額的比

重為25%，結合國家對於電商的大
力扶持以及電商自身平台、物流系統
的不斷完善來看，線上購物未來佔比
還將繼續上升。

注重抗疫及關注健康的前提，也
促使線上消費的需求進一步上升。
《全球新冠疫情消費者追蹤報告》於
2020年3至4月進行調查顯示，38%
的消費者認為未來電商趨勢將成為主
流趨勢。而在內地，據國家統計局數
據顯示，截至2020年6月中國網購消
費者已達7.49億人，2020年1至5月
中國網上零售額已達4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

出遊受阻
消費力線上釋放

德勤中國和天貓國際聯合發表的
報告又指出，隨着近年中國內需的持
續增長，以及內地產業鏈的轉型，進
口消費品佔比也逐漸攀升。國家對進
口商品亦實施減稅、擴大進口種類等
優惠政策。疫情期間，由於出國旅遊
受限，進口消費回流提速，線上進口
消費大幅增長，使疫情期間的消費品
進口量不減反增，1月至5月進口額
達到了441.7億元，按年增長23%。

另一方面，艾媒諮詢數據顯示，
預計2020年中國海淘用戶規模將按
年增長近2.6%至1.58億人。隨着相
關政策法規的完善，跨境電商市場將
不斷完善，在可預見的經濟復甦和消
費升級的長期趨勢下，中國海淘用戶
將持續增長，進一步凸顯了進口跨境
電商市場的發展潛力。

再者，中國遊客一直在全球消費
層面上佔據着相當重要地位；在疫情
前，中國市場的消費需求帶動了很多
海外，特別是中小品牌的新增長。疫
情出現，這些品牌失去了來自遊客的
消費支持，促使他們加快尋找進入中
國市場方法。然而，對於很多海外品
牌來說，中國市場遙遠而陌生，他們
沒有本地市場營運的知識，需要有經
驗的，以及多元解決方案的平台夥伴
助力。天貓國際一直致力於為全球品
牌，包括品牌集團、也包括中、小商
家的品牌，提供一站式、多種類型的
跨境解決方案，幫助不同行業和體量
的品牌進入中國市場，從供應的層面
上擴大線上進口消費市場。

年輕人追求個性化
小眾品牌受捧

天貓國際於2014年初正式推
出，累積了近7年的經驗和觀察，天
貓國際留意到，消費者的心態變化，
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消費更趨理性，擁
有他們獨立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消費

的種類也是偏向新潮的。透過分析年
輕消費者的消費理念，我們發現年輕
消費者願意去探索世界，擁有獨立的
人格和生活態度的特性，並通過他們
的購物行為中呈現。他們具備探索和
特別小眾的細分能力，這與他們個人
的興趣喜好，以及注重朋輩間的分
享，有着莫大的關係，這有助我們反
向發掘更多海外非常小眾的品牌。以
一家名為ほぼ日（Hobonichi）的日
本記事簿品牌為例，一本動輒近300
元的 「手帳」 ，雖不是大眾能接受的
價錢，但卻是記事簿類別的王牌，在
天貓國際上線短短一個月便突破千萬
銷量，超出品牌方的預期。

化妝品品牌多不勝數，但年輕一
代再次啟發了電商固有的概念。他們
對光影粉底這一極細的分類有着很大
的需求，令主打散光及光影粉底的美
國小眾化妝品品牌Fenty Beauty業
務快速增長，首月成交居彩妝高光品
類第一名，首年便進入成交 「億元俱
樂部」 。他們這種極致的探索世界的
精神，幫助我們把海外很多中小型的
商家能夠比較有效的定位在中國市場
的趨勢上。

健與美產品要求
有增無減

疫情出現後，我們發現了三個新
的消費趨勢，分別是 「宅家」 、 「更
健康」 和 「極美」 。疫情下大家迫不
得已留在家中， 「宅家」 就是足不出
戶的意思，特別是在年輕一代身上出
現。過去在家以外進行的事件，今年
他們都希望在家裏完成，帶動了如美
容和寵物類別的需求。至於 「更加的
健康」 ，有別於中老年的健康，他們
需要的是更適合年輕人的，例如是美
白的口服膠原、女性護理的益生菌、
日本的植物奶等。最後是 「極美」 ，
我們可以理解為對美麗極致的追求，
這些以女性用家為主的消費群，全方
位關注大大小小的品牌，舉例如，她

們不再滿足於大眾的片裝面膜，而是
追求一般只在美容院使用的塗抹式面
膜。

進口商品依賴物流的能力，雖然
很多國家的疫情仍處於比較嚴峻的情
況，但在菜鳥網絡的支持下，天貓國
際的物流在疫情下並未有受到阻礙。
天貓國際與菜鳥一直保持緊密合作，
整體90%以上的商家均使用菜鳥國
際倉，海外已達到十多個，內地保稅
倉佔170萬平方米的面積，分布30個
地方。完善的網絡和配套能協助沒有
中國物流能力的商家，大大發揮了我
們的供應鏈能力。以海外傳統的紅酒
商家為例，由於幾代傳人都習慣線下
傳統的操作，對中國以及線上平台的
理解都較弱，與我們合作後，便把複
雜的流程例如報關的審批及物流能力
等交給我們。

疫情主導了消費的改變，也有人
提出疑問，一旦疫情結束，這種在特
定條件下產生的消費習慣還會持續
嗎？我們認為，疫情的常態化其實可
能還是會延續相當一段時間，若回到
消費者的根本，特別是年輕一代這股
消費動力，我們深信這趨勢的判斷是
來自於我們對消費者洞察的信心。再
者，對健康、美的追求，以致年輕人
探索全球的態度，相信並不會因為疫
情結束而產生變化，或許個別分類會
出現調整，但特別是對美和健康的要
求，一旦提高了標準，便再回不了
頭。

近日，因應海外疫情，我們舉行
了首次天貓國際雲上峰會，讓更多有
意進入中國市場的海外商家找到天貓
國際，並通過峰會認識更多。線上進
口消費市場增長已成為不可忽視的一
股新潮流，進口博覽會的踴躍也顯示
了業界的共識和信心，去年以來，商
家也積極參與到跨境電商之中且愈來
愈了解線上營商的各種玩法，可見行
業發展已進入亮麗的上升軌道，未來
更值得大家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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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國家統計局2020年12月統計，實物商品線上零售額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25%。在注重抗疫及
關注健康的前提，將促使線上消費的需求進一步上升。

上月進出口增長高景氣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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