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NOMIC ELATIONSR F
PRACTICE IN

REIGN
AND TRADE

国内外市场

doi:10.3969/j.issn.1003-5559.2021.11.013

2021年 6月，人民日报以“房

颤日”为核心举办房颤答疑直播

活动并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

加剧以及亚健康生活方式泛滥，慢

性病患者数量逐年增加。受此影

响，国内外逐渐将发展重心聚焦

于居民健康生态领域。智能手表

行业借助运动记录、风险提醒以及

GPS定位等优势，成为后疫情时代

健康管理服务领域核心代表产

品，迎来井喷式发展机遇。据 IDC

市场研究公司调研数据显示，2020

年全球智能手表需求量高达

4.447 亿，智能手表行业快速崛

起，为中国智能手表出口发展夯

实基础。此外，随着数字化跨境电

商战略逐步落实，中国智能手表出

口量、出口额显著提升，已然实现

一定规模的发展。然而，由于海关

品目归类标准尚不明确、产品国际

竞争力处于劣势、出口地区偏重于

亚洲国家等因素制约，中国智能手

表出口受限。因此，深入研究中国

智能手表出口现状，分析探讨当前

面临的首要问题，对制定与调整贸

易战略规划、助力相关企业升级发

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中国智能手表出口现状

（一）出口量显著上升

自可穿戴设备成为热点话题以

来，智能手表装置便一直处于主导

地位，并成为数字化时代智能设备

的主要产品。随着信息交互技术的

不断完善以及消费者健康意识逐步

加深，智能手表行业进入飞速发展

阶段，出口量显著上升（图 1）。据

《2021-2027年中国智能手表行业

市场研究及深度专项调查投资预测

报告》数据显示，中国智能手表出口

量由 2015年的 980万增长至 2020

年的 6604万，5年间平均增长幅度

便高达 52.74%。此外，据预测数据

显示，2021年，中国智能手表出口

量将达到 9630 万，同比增长

45.82%。相较于 2020年，2021年中

国智能手表出口量增速放缓，但整

体仍呈现出上升趋势。由此观之，中

国智能手表出口形势乐观。

（二）出口额波动增加

依据中国海关总署公示信息以

及智研咨询数据整理数据显示，

2017-2020年中国智能手表出口额

呈现出波动增加趋势。其中，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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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2021年中国智能手表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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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智能手表出口额为8.27亿

美元，同比增长 6.54%；2018年出口

额为 6.42 亿美元，较上年下降

1.85 亿美元，同比下降 22.37%。

2019年，中国智能手表出口额回升

至 8.1亿美元，与 2018年相比略有

涨幅。至 2020年，虽然受新冠疫情

影响，中国智能手表出口额仍达到

8.92亿美元，呈现出逆势增长态

势。总体而论，虽然中国智能手表出

口额出现波动性变化，但整体上仍

呈现增加趋势。这表明，某种程度而

言，中国智能手表出口已然具备一

定国际竞争力。此外，中国智能手表

出口额占据出口总额比重已由

2017年的 30.1%发展至 2020年的

31.8%，进一步佐证出口额呈增加趋

势。据此可以知悉，2017-2020年中

国智能手表出口额在出口总额中的

比重小幅上升，呈现波动增加态势。

（三）出口功能趋同

除装饰以及计时功能外，中国

智能手表行业以数字健康监测、运

动数据分析、通讯、定位等附加功能

提高出口竞争力。据《2021-2026年

中国智能手表行业投资分析及发展

战略研究咨询报告》数据显示，中国

智能手表出口功能相对集中（图

2）。其中，健康监测、移动通讯以及

运动管理类手表成为中国智能手表

出口受欢迎程度较高的产品，分别

以 73%、69%、62%的高额比重占据主

导地位；日程管理、娱乐休闲以及其

他功能受青睐程度依次为 37%、

32%、17%，成为出口功能意向中的薄

弱领域。在此背景下，中国智能手表

出口多以健康监测、移动通讯、运动

管理功能类产品为主，其余功能领

域的产品出口竞争力不足。由此而

论，受青睐度差异引致的出口功能

相对集中问题成为中国智能手表出

口环节亟需解决的一大难题。

二、中国智能手表出口面临

困境

（一）出口产品海关品目归类存

疑

对于中国智能手表出口企业而

言，海关品目归类是决定该产品关

税缴纳额度以及核算通关成本的核

心环节。然而，由于海关品目归类多

以产品主要特征进行划分，品目归

类存疑问题成为中国智能手表出口

企业当前面临的现实窘境。一方面，

部分国家将智能手表归属于“通信

设备及零件”品目。中国、美国、韩国

等国家以智能手表通讯功能为参

考，将其界定为通信产品，划归于海

关品目 85.17类别，即“通信设备及

零件”。在此归属标准下，中国智能

手表出口美韩等国因被划分为电子

信息类品目，可享受零关税待遇，出

口成本明显降低。另一方面，部分国

家将智能手表划分为“手表怀表及

其他表”品目。以瑞士为主的手表生

产大国则依据智能手表计时功能，

将其界定为手表产品，隶属于海关

品目 91.02类别，即“手表怀表及其

他表”。此类划分标准下，中国智能

手表出口瑞士等国因被归类于手表

怀表品目，需支付相应税额，大幅提

升出口成本。整体而言，无论是将智

能手表划分为 85.17 品目还是

91.02品目，均符合一定事实依据。

然而，各国间对于智能手表出口海

关品目归类存在争议无疑是干扰中

国智能手表出口成本的一大影响因

素。

（二）产品综合竞争力有限（技

术、功能、市场营销等）

由于功能产品竞争力有限问

题，中国智能手表出口企业陷入瓶

颈。2020年，艾媒金榜发布《中国智

能手表品牌排行榜》数据显示，以苹

果、Fitbit、三星以及佳明为主的国

外企业占据全球智能手表市场 80%

份额，中国智能手表国际竞争力有

限。具体而言，智能手表功能可划分

为运动、定位两大类型。一方面，运

动功能类智能手表竞争力不足。作

为智能手表主打领域，运动功能深

受消费者欢迎。在此背景下，苹果、

颂拓、三星、Garmin等国内外众多

智能手表生产商纷纷发力研制运动

功能类产品。其中，中国智能手表运

动功能产品续航多为 1-2天，与续

图 2 中国智能手表出口功能受青睐度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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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时间高达 2周的 Garmin公司产

品相比竞争力有限。另一方面，定位

功能类智能手表竞争力欠缺。现阶

段，随着信息科技的越发完善，定位

技术以附加功能被应用于诸多生产

生活环节，在儿童智能手表领域尤

甚。作为中国智能手表定位产品的

领军者，小天才企业运用三角定位、

地磁、蓝牙等定位技术，将智能手表

定位精度缩至 5-15米。然而，在定

位产品领域，苹果公司凭借 UWB定

位技术将定位精度精确到厘米，远

远高于中国智能手表定位级数。

（三）出口地区结构有待拓展

据海关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

智能手表出口地区虽然高达 132

个，但多集中于亚洲国家，在欧洲国

家出口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第一，

欧洲国家出口市场较低。某种意义

上，定位功能可有效降低儿童走失

风险，被众多中国企业所追捧并将

其应用于智能手表产品研发进程

中。然而，由于欧洲人权文化重视程

度加深，中国智能手表产品定位功

能以侵权监听隐患成为争议所在，

被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国家抵制甚至

禁售。在此背景下，中国智能手表在

欧洲区域的出口市场较低。第二，亚

洲国家出口市场较高。中国智能手

表的追踪定位、运动记录以及学习

教育功能，均可高度契合亚洲国家

市场消费需求。加之中国与其他亚

洲国家教育环境雷同，亚洲市场成

为中国智能手表企业出口主营阵

地。据中国钟表协会官方数据显示，

2020年，亚洲国家占据中国智能手

表出口市场份额高达 69%，欧洲国

家市场占据比重仅为 17%。然而，中

国智能手表出口企业对于亚洲市场

的过度依赖，不仅严重制约产品创

新研发积极性，同样也促使相关企

业沉迷于周边市场，以致丧失市场

开拓动力。

（四）企业自主研发能力欠缺

据海关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

凭借庞大的劳动人口红利缔造 134

个智能手表品牌、1057种产品，成

为智能手表生产及销售大国。然而，

据 Strategy Analytics发布的全

球智能手表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

第一季度，苹果、三星和佳明在国际

智能手表市场中占据 76.3%的高额

比重。其中，苹果品牌以 55%份额成

为国际智能手表市场主导者。这揭

示出中国智能手表出口知名度不足

现状，暴露出相关企业自主研发能

力欠缺问题。在中国智能手表出口

行业中，虽然已衍生出诸如华为、联

想、步步高等一系列具备国际知名

度的企业，但相较于庞大的国内企

业基数，此类知名企业无疑占据极

少部分。相对而言，绝大多数中国智

能手表出口企业均属于中小型企

业，主要依附于大型企业产业链。在

此背景下，对于中小型中国智能手

表出口企业来说，自主研发能力欠

缺是其出口遭遇瓶颈的关键影响因

素。加之贸易摩擦现象频发以及美

国技术打压力度加剧，中国智能手

表出口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受到制

约，致使产品出口陷入窘境。在出口

受阻形势下，中小型中国智能手表

企业出口利润大幅缩减，严重抑制

企业自主研发能力提升，致使企业

发展陷入恶性循环的不利局面。

三、升级之路

（一）利用《协调制度》，应对品

目归类争议

即将于 2022年实施的新修订

版《协调制度》以统一商品归类标准

为基础，将智能手表出口类别归属

于“通讯设备及零件”名目，为各大

智能手表企业争取到零关税福利。

然而，由于《协调制度公约》并未实

现全球化通用，部分国家仍然沿用

传统归类标准。为此，中国海关机构

应充分发挥修订版《协调制度》优

势，做好智能手表出口品目归类争

议应对。第一，完善《协调制度》中品

目归类标准的相关条款。在世界海

关组织指定的《协调制度》中，大部

分品目归类标准存在主观判断性，

仅以主要特征进行评判容易产生归

类争议问题甚至引起贸易摩擦。中

国海关机构应充分发挥主导优势，

加强与其他协调委员会伙伴的谈判

力度，细化智能手表对外贸易中的

特征、技术、功能等归类标准。第二，

提升《协调制度》中品目归类争议谈

判水平。针对各国海关对于智能手

表品目归类争议问题，中国应加大

法律、技术、资金扶持力度，强化智

能手表出口综合谈判能力，为应对

归类争议夯实基础。第三，完善《协

调制度》中品目归类争议的解决机

制。就中国智能手表出口而言，解决

归类争议问题多采取外交磋商措

施，或以 WTO组织为主导对问题进

行裁决。现阶段，中国可借助《协调

制度》机遇，完善解决机制，以公平、

公正、普遍认同为原则妥善解决智

能手表出口归类争议问题。

（二）深耕数智驱动战略，提升

产品竞争力

2020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

的《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提

出，慢性病患者数量逐年提高。此

外，2021年 6月，中国“房颤日”以

心律失常问题为话题，掀起健康防

护热潮。至此，健康问题俨然成为除

运动、定位功能外的新热点。中国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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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优势，深耕数智驱动战略，以供需

匹配为原则赋予产品健康监测、提

前预防等附加功能，提升产品竞争

力。一方面，赋予产品数字化创新监

测功能。中国智能手表出口企业可

利用心率传感等科技创新技术，在

数字驱动下与各大医院实现联动，

通过精细化前沿监测手段为用户提

供专业健康管理服务，提升产品竞

争力。另一方面，赋予产品智能化创

新预防功能。中国智能手表出口企

业需利用温度检测等科技创新技

术，凭借智能驱动效应与专业健康

机构实现联动，利用温感监测、风险

筛查方式为用户提供高效线上预约

服务，加大产品吸引力。此外，中国

智能手表出口企业还可运用高性能

ECG传感等新型科技技术对专业慢

性病数据进行采集，基于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认证标准，利用科技创

新研发功能性产品，提升产品认可

度。

（三）发挥用户粘性红利，开拓

多元化出口市场

中国智能手表出口市场暴露出

的缺陷危机同样是提升产品质量、

打造产品口碑的转机之路。因此，中

国智能手表企业可从出口市场显露

出的缺点出发，以消费者青睐度为

导向发挥用户粘性红利，并据此对

产品研发方向进行针对性调整，开

拓多元化出口市场。一方面，保持亚

洲国家市场主导优势。对于中国智

能手表出口企业而言，发挥用户粘

性红利、继续保持亚洲国家出口市

场高额占比优势是确保企业可持续

发展的必要途径。因此，中国智能手

表出口企业可积极对接亚洲国家发

展战略规划，借助大数据技术合理

预测亚洲国家发展动态并及时进行

相关调整，最大限度抢占该国市场。

另一方面，积极开拓新兴市场。立足

中外教育、生活环境及理论异同问

题，中国智能手表出口企业应以不

同年龄段、不同地区的用户需求差

异对出口市场进行细化，对受众采

取相应侧重性宣传推广以开拓新型

市场。例如，立足美国消费者对于肌

肉锻炼服务的迫切需求情况，中国

智能手表出口企业应以康复训练为

核心功能，研发医疗康复型智能手

表，攻克美国市场。此外，中国智能

手表出口企业还可借助数字经济转

型优势，以“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为

指导，充分利用跨境电商平台，通过

精准对接国际数字贸易体系，开拓

中东欧、非洲、拉美等地区出口市

场。

（四）攻关核心专利壁垒，提升

自主研发能力

随着新基建战略的逐步落实，

世界各国纷纷将核心专利水平视作

扩大企业品牌知名度、提升自主研

发能力、促进出口提质增效的核心

导向。在此背景下，中国以提升企业

自主研发能力为目标，提出攻关核

心专利壁垒的战略发展规划。有鉴

于此，中国应借助产品创新机制挖

掘智能手表出口企业自主研发积极

性，以核心专利壁垒攻关为基础，打

造中国智能手表品牌出口升级之

路。一方面，完善出口产品创新实践

机制。对于中国智能手表出口企业

而言，攻克技术创新壁垒、完善创新

实践机制、强化创新成果实践转化

率是提升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先决

基础。中国智能手表出口企业应以

政府主导为核心，以供需匹配为前

提，依据产品、产业、外贸三维对接

组建创新研发体系，提升核心专利

实践转化率、品牌国际知名度及创

新研发能力。另一方面，完善出口产

品创新保障机制。就中国智能手表

出口企业而言，完善创新保障机制、

提升创新成果实践支持率是挖掘其

自主研发积极性的前提条件。中国

智能手表企业应以科研院所为实践

对象，以政府财政扶持为支撑，凭借

技术、实验、实践三维载体打造前沿

研发机构，提升核心专利数量、质量

及自主研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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