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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3 月出口缘何大超预期？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一季度我国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增长了 0.5%（美元口径），3月单月

同比增长 14.8%，出口的实际表现远强于市场的预期。 

从数据来看，我国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出口确实是下行了，反映出

发达国家需求在逐渐回落。 

出口的高增长主要体现在东盟和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其他“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以及 RCEP其他成员国。其中，东盟是我国的第一大

贸易伙伴，一季度出口份额占 16.9%，较去年末提升了 1.1个百分点。 

原因一方面是我国与东盟产业优势互补，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式发展

加快推进带动了中间产品贸易规模保持增长。各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设

厂也带动了东盟对我国原材料、配套机械设备等产品进口需求的增加。 

另一方面是我国与东盟投资和基建项目合作更加深入，带动相关领

域出口增多。 

从产品类型来看，出口表现较好的一类是新能源汽车相关产品领头

的机电产品。一季度机电产品出口金额累计同比下降 0.4%，降幅较 1-

2月大幅收窄 6.8个百分点。 

近几年在数字化、智能化及绿色转型推动下，制造业企业竞争优势

有所提升，叠加俄乌冲突能源危机下我国制造业相对成本优势凸显，新

能源相关的汽车、电池等优势产品的出口十分亮眼。 

另一类是劳动密集型产品。1-3 月累计同比为-2.6%（1-2 月为-

15%）。3月当月出口金额同比高达 25%，其中，箱包同比增长 90%，

服装、鞋靴、玩具的同比增速均超过了 30%。一是此前积压的订单在 3

月集中出口，二是发达国家服务业消费需求强劲。 

总的来说，一季度我国出口高增长的支撑主要来自于东南亚、非洲、

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这一方面源自产业互补优势的推

动作用，另一方面则是“一带一路”、RCEP 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成

果。往后来看，这些地区将会是今年外贸中持续的亮点。 

从产品来看，受益于制造业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电动汽车、太阳能

电池等新能源相关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的技术和成本优势，出

口增速持续亮眼，这些优势产品也将是未来出口增速的核心支撑。 

不过，考虑到美国高利率环境仍然维持，信用收缩的冲击才刚显现，

发达国家经济下行风险仍未化解。IMF4 月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将 2023

年全球经济增速较 3 个月前的预测值下调 0.1%至 2.8%。从近期的高

频数据看，发达国家需求回落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美西航线的

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已经回落至 2020年 3月时的水平。海外需求回落

对外贸订单下行的冲击仍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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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全球央行紧缩、全球需求下行、疫情后商品消费向服务业消费切换、

欧美信用收缩风险以及去年上半年的高基数，市场对于今年的出口增速一直

持有担忧态度，认为出口增速全年负增长是板上钉钉的。 

然而，一季度我国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增长了 0.5%（美元口径），3 月单

月同比增长 14.8%，出口的实际表现远强于市场的预期。 

从数据来看，我国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出口确实是下行了，反映出发达

国家需求在逐渐回落。一季度，我国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金额分别同比下滑

17%和 7.1%，出口份额较去年末分别下降 2.2和 0.3个百分点。 

出口的高增长主要体现在东盟和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其他“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以及 RCEP 其他成员国。一季度，我国对东盟、非洲、俄罗斯的

出口金额分别同比增长 18.6%、19.3%、47.1%，较去年末分别提高 0.9、8.1

和 34.3个百分点。海关总署也指出，一季度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出口增长 16.8%，占进出口总值的 34.6%，提升了 3.5个百分点；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增长 7.3%（人民币口径）。 

其中，东盟是我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一季度出口份额占 16.9%，较去

年末提升了 1.1个百分点。 

原因一方面是我国与东盟产业优势互补，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式发展加快

推进带动了中间产品贸易规模保持增长。各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设厂也带动

了东盟对我国原材料、配套机械设备等产品进口需求的增加。海关总署指出，

一季度我国对东盟出口中间产品增长 17.9%，占我国中间产品出口的比重较

去年同期提升了 1.7个百分点（人民币口径）。 

另一方面是我国与东盟投资和基建项目合作更加深入，带动相关领域出

口增多。海关总署指出，一季度我国以对外承包方式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长92.9%

（人民币口径）。 

 

图 1. 重点区域出口累计同比增速（%）  图 2. 重点区域累计出口份额 

 

 

 

资料来源：wind，红塔证券  资料来源：wind，红塔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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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品类型来看，出口表现较好的一类是新能源汽车相关产品领头的机

电产品。一季度机电产品出口金额累计同比下降 0.4%，降幅较 1-2月大幅收

窄 6.8个百分点。 

近几年在数字化、智能化及绿色转型推动下，制造业企业竞争优势有所

提升，叠加俄乌冲突能源危机下我国制造业相对成本优势凸显，新能源相关

的汽车、电池等优势产品的出口十分亮眼。 

一季度汽车（包括底盘）出口金额同比大幅增长了 81.6%，汽车零配件

也增长了 11.3%。海关总署也表示一季度“新三样”产品（电动汽车、锂电

池和太阳能电池）出口同比增长 67%，拉动出口增速达 2个百分点（人民币

口径）。 

不过，考虑到 2022 年汽车制造业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占营业收入的比

重只有 6.8%，即使行业出口高增长，但内需市场走弱对车企的影响更大，所

以近期汽车行业开启了一轮“降价潮”，后续还是需要更多政策支持。 

图 3. 新能源汽车相关产品出口高于总增速（当月同比，%） 

 

资料来源：wind，红塔证券 

 

另一类是劳动密集型产品。1-3月累计同比为-2.6%（1-2月为-15%）。3

月当月出口金额同比高达 25%，其中，箱包同比增长 90%，服装、鞋靴、玩

具的同比增速均超过了 30%。 

一是此前积压的订单在 3 月集中出口。年前出口订单因疫情被搁置，年

后部分企业又纷纷出海抢订单，2 月 PMI 新出口订单指数环比提高了 6.3 个

百分点，考虑到从接单到生产再到出口交货需要一定的时间，之前的这些订

单也就在 3月集中出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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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发达国家服务业消费需求强劲。以美国为例，从 3月通胀数据来看，

服装、新车、机票、娱乐行业的价格仍在环比提升，分别+0.3%、+0.4%、+4.0%

和+0.1%，对相关商品消费的需求仍存。 

总的来说，一季度我国出口高增长的支撑主要来自于东南亚、非洲、俄

罗斯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这一方面源自产业互补优势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则是“一带一路”、RCEP 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成果。往后来看，

这些地区将会是今年外贸中持续的亮点。 

从产品来看，受益于制造业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

等新能源相关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的技术和成本优势，出口增速持

续亮眼，这些优势产品也将是未来出口增速的核心支撑。 

不过，考虑到美国高利率环境仍然维持，信用收缩的冲击才刚显现，发

达国家经济下行风险仍未化解。IMF4月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将 2023年全球经

济增速较 3个月前的预测值下调 0.1%至 2.8%。从近期的高频数据看，发达

国家需求回落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美西航线的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

已经回落至 2020 年 3 月时的水平。海外需求回落对外贸订单下行的冲击仍

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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