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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电子零部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20年12月发布

的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为-4.2％，
2021年转负为正达4.2％。报告预测，尽管新型冠状病
毒疫苗极有可能在2021年末全面普及，但疫苗的制造和
接种仍需要时间，经济社会活动仍将继续受到社交距离
和出行限制的影响，这一状态很有可能会持续到2021年
上半年。根据疫苗接种（获得群体免疫力）的速度，取消
社交距离限制预计将推迟到2022年上半年。考虑到远程
办公、远程会议的增加等结构性改变在疫情结束后也会
持续，出行移动本身可能不会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经济复
苏程度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之间并不均衡，迅速接种有
效疫苗的国家恢复形势或将相对较好，但也仍存在许多不
确定因素。

中国成功控制了疫情蔓延，经济方面也率先走出低
迷，实现了复苏。2020年中国实际GDP同比增长2.3％，
成为了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实现了正增长的国家。根据
OECD预测，中国2021年经济增长率将为8.0％。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蔓延，境外旅游消费急剧下滑，但是取而代之
的是境内消费增加，这将拉动商品和服务消费。由于欧美
各地再次出现疫情蔓延趋势，预计出口将在2021年第一
季度停滞，但随着疫苗普及，世界经济逐渐恢复，出口将自
第二季度开始缓慢复苏。此外，考虑到中美之间的技术对
抗，未来中国将会加速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改变
这一领域依赖外国企业的现状。这将涉及税务、金融等方
面的政策支持，有望推动经济增长。

我们感谢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的支持和指导，期待中国
政府认真考量本白皮书内容，以实现政府旨在完成的新创
新目标。

电子零部件的概况

2020年的动向
根据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WSTS）在2020年12月

发布的《世界半导体市场预测》，2020年全球半导体市场

预计同比增长5.1％至4,331亿美元。2020年初，尽管中国已

开始逐渐摆脱上一年的低迷，走向复苏，但在新冠肺炎疫情

蔓延的大环境下，依然受到了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另一方

面，5G智能手机需求增加，居家办公和在线网课等新模式带

来了电脑、数据中心相关设备的“宅家需求”，受此利好影

响，半导体市场稳步发展。

智能手机作为主要设备，5G商用已于2019年11月在中国

正式落地，一年后2020年10月，总签约数超过1.5亿。据说截

至2020年11月，中国已安装71.8万个5G基站，超过了比中国提

前半年多开始5G商用的美国和韩国。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人

们出行受限，国民生活和经济对网络的依赖度增加，5G建设

与应用开发迅速推进。中国计划从2021年开始实现毫米波

商用，在地方政府推行的5G激励政策助力下，这一趋势有望

加速推进。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2020年全年中国新车销量

为2,531.1万辆，同比减少1.9％。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已连

续3年同比下降。另一方面，新能源车（NEV）销量同比增加

10.9％，为136.7万辆。电动汽车（EV）同比增加11.6％，外插

充电式混合动力车（PHV）同比增加8.4％。政府为扩大内需

出台经济刺激政策后，在政策作用下，2021年新车市场预计

将增长至2,600万辆以上，同比增长4％（其中，NEV同比增长

32％，达到180万辆），实现时隔4年的正增长，但是，新冠肺

炎疫情蔓延等导致下行的因素依然存在。

2021年展望
眼下，半导体市场恢复显著。WSTS预测2021年半导体

市场规模将同比增长8.4%，达到4,694亿美元，创历史新

高。5G普及、汽车行业复苏、数据中心需求提振等将成为推

动因素。

另一方面，供给无法满足旺盛的需求，导致部分半导体

价格上涨，订单响应延迟、汽车工厂被迫停工等。特别是中

国，在全球率先遏制住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随着信息设备

和汽车生产的扩大，半导体供应短缺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

重。导致车用半导体短缺的原因包括美国政府对知名订单

生产企业——中芯国际集成电路生产有限公司（SMIC）的

制裁，以及各车企在2020年上半年预测需求下滑后减少采购

量，“半导体厂商将向智能手机供货放在了第一位”，导致半

导体“分配不到汽车行业”。相比燃油车，电动汽车和自动驾

驶技术需要更多的电子部件，从而需要更多的半导体，而扩

大半导体产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半导体供不应求的局面

或将持续到2021年年末。

如前文所述，5G在2020年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中

国与日本和欧美不同，在政府的支持下，在庞大的国内市场

和丰富的资金背景下，自初期就推出了5G可以独立工作的独

立组网（SA），在全球率先确定了实现5G服务的目标。扩展

独立组网（SA），对于实现支持高速网络传输、低延迟、多设

备同时连接等5G优势的服务是必不可少的。目前，5G发展仍

处于商业化的初期阶段，今后有望发挥5G基础设施的优势，

在与其他行业的协同发展中，扩大其在工厂、教育、医疗、汽

车远程控制等方面的应用。

今后备受瞩目的领域的动向
2021年3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

大会议）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纲要》将未来中国经济政策的目标定为以培养高科技产

业等高附加价值产业来推动中长期经济发展。此外，2020

年5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首次提出关键

词“两新一重”，表示中国将进一步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包括5G网络以

及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数据中心、区块链、智能

交通系统等。“新型城镇化建设”则涵盖了户籍制度改革以

及旨在提升城市功能的城市高速运输网络建设和智慧城市

发展等内涵。中国还计划充分运用高科技来加强环境治理，

并设定了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在所有新车销量中的占比从

目前的5％提高到20％的目标。这些计划的不断推进，或将

带来拉动各种设备市场的效果。例如，充电桩数量将与电动

汽车销量成比例地增长，预计到2025年充电桩安装数量，将

达到电动汽车数量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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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省力化、无人化”也是未来发展趋势之一。新冠

肺炎疫情之下，为了减少人与人的接触，中国已经启动无人机

配送、机器人配送以及便利店内的自动支付等各种新办法。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这些举措也将应用并推广到制

造业之外的农业、医疗等各个领域。

由此，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零部件市场，有望继续

引领需求的大幅增长。

＜建议＞
① 关于通关手续
　为了解库存方面是否存在差异，企业会定期通过

海关指定的数据管理公司来确认企业方面的数
据与海关管理的数据是否一致。然而，由于无法
获取详细的海关数据，当被海关告知与海关之
间存在数据上的差异时，企业无法确定确切原
因。因此，希望确立有效的方法，以便能够通过
海关指定的数据管理公司将企业的信息以与海
关的信息进行核对。

② 关于放宽外汇管制
　退货方面，当前存在着180天的退汇规定，通关

后超过180天的退货进行退汇时需要向银行和外
汇管理局提出特别申请，而且程序非常复杂。因
此，希望能够简化上述一系列的流程。

　此外，质量保证方面，与销售国外进口产品的中
国客户之间出现质量问题，且当事人之间通过赔
偿金等方式加以解决时，在当事人之间达成一
致且数额计算合理的情况下，希望能够简化生
产商与销售商之间外汇交易所需证明材料的确
认流程。

③ 各种税务相关事宜
　税务局系统升级时，希望根据企业的最新信息进

行升级（非贸易登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