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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延续强势，结构重于趋势  

——2023年 6月进出口数据的背后   

核心观点 

6 月出口继续承压主因是高基数扰动，符合预期，继续坚定提示关注供给优势带来的

出口韧性，重点提示“结构重于趋势”、关注三大产业逻辑： 

其一、发达经济体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收入 K 型分化催生消费降级，和全球滞胀环境推

动企业降本战略，我国供应链优势和产品性价比优势有望抢占份额，纺服、轻工、机

械、家电及家具等领域的中高端品类或将受益。 

其二、新兴市场国家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叠加近年来我国外交、外贸等领域开拓布局，

有望推动“中国制造”出口新兴市场国家，一带一路、东盟等是重要出口对象。 

其三、全球科技周期及碳中和进程的推进，有望在全球衰退环境下走出产业发展的独

立趋势，带动我国机电产品和新能源品类（新能源车、光伏等）的出口增长。 

❑ 出口回落不慌，关注供给韧性 

2023 年上半年人民币计价出口增速 3.7%，略低于市场预期，出口相对承压。其

中，6 月人民币计价出口同比增长-8.3%。结构层面，2023 年上半年，我国机电

产品出口 6.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6.3％，占出口总值的 58.2％，同比提升 1.4 个

百分点；同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1.97 万亿元，增长 0.04％。 

如我们此前提示，受 2022 年高基数影响，2023 年 5 月至 7 月出口增速读数上将

相对承压，在此背景下更应关注我国出口部门的供给侧韧性，结构重于趋势，关

注结构背后的产业趋势。 

高基数扰动仍存。2023 年 6 月出口同比增速继续承压，主因仍是基数扰动，

2022 年 4 月意外冲击扰动国内供给受挫，拖累出口，进入 5 月国内积压订单开

始集中出海，带动 2022 年 5 月至 7 月出口显著回升，美元计价同比分别达到

16.4%、17%、18.1%，显著高于 2022 年 4 月的 3.5%。2022 年的高基数对 2023

年同期出口读数扰动较大。我们认为无需过度担心高基数对出口的扰动，从两年

复合增速来看，2023 年 6 月较 2021 年同期两年复合增速达到 5%，仍有韧性。 

继续关注供给韧性。结合前文可以看到，2022 年 5 月至 7 月的高基数对 2023 年

同期出口读数有一定扰动，从两年平均增速可以更准确的观察到出口部门的平稳

增长。在海外滞胀背景下，我们继续提示关注我国供给韧性对出口的拉动： 

其一是海外供给面临多重约束和冲击，脆弱性提升，而我国供应链优势随着经济

修复有望进一步提升，今年以来民企出口显著改善可以找到验证。上半年，我国

民营企业进出口 10.59 万亿元，同比增长 8.9％，拉动整体增长 4.4 个百分点，占

进出口总值的 52.7％，同比提升 3.3 个百分点。此外，上半年我国有进出口实绩

的外贸企业 54 万家，同比增加 6.9％。其中，以中小微企业为主、充满活力的民

营企业不断扩容，同比增加 8.3％，外贸经营主体活跃度明显增强。 

其二是在全球滞胀环境下，我国供给优势将在产品性价比、供应链成本、企业议

价能力提升等层面有所凸显，成为出口韧性的重点来源，这种供给侧优势在产业

层面更为突出，一方面在劳动密集型等我国传统优势行业领域（轻工、纺服、家

具、家电等），2019 年 HS 分类中我国相关领域占比份额超过 30%；另一方面在

我国产业政策鼓励以及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发展下，机电产品出口也在全球占据重

要地位。另外，得益于供给优势带来的议价能力提升，我国出口价格指数自

2022 年以来持续高于同期进口价格指数，也有体现，其中 2023 年 4 月出口及进

口价格指数分别达到 105.3 和 95（上年同期为 100），出口与进口价格剪刀差超

过 10 个百分点，是 2016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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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海外供给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海外供给压力进一步提升，发达经济体货

币政策的较快收紧导致短期出现了一系列的金融稳定问题，高利率环境对企业、

非银机构等扰动还未消除，潜在的信用收缩对海外供给是增量冲击，罢工、供应

链重塑等扰动仍存，海外供给脆弱性提升也侧面凸显我国供给优势。根据 2023

年 7 月 13 日国新办披露，贸易放缓是各个经济体面临的共同挑战，困难更多是

全球性的，在此背景下，海关总署根据 WTO 公布的最新国际数据进行了测算，

前 4 个月，我国出口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实现了小幅提升，反映出我国供给韧

性。 

❑ 结构重于趋势，关注产业逻辑 

结构层面，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继续保持较强增长。上半年，我国机电产

品出口 6.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6.3％，占出口总值的 58.2％，同比提升 1.4 个百

分点；其中，电工器材、汽车及其零配件、通用机械设备分别出口 6360.6 亿、

6211.9 亿、2004.4 亿元，分别增长 27.7％、58.5％、12.2％。同期，劳动密集型

产品出口 1.97 万亿元，增长 0.04％；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制品、鞋靴

分别出口 5169.4 亿、3434.2 亿、1729.3 亿元，分别增长 0.7％、3.2％、0.4％。 

结构重于趋势，关注产业逻辑。结合前文逻辑，相比于整体出口趋势，我们提示

更应关注结构表现，结合海外经济表现和产业发展走势，我们继续提示重点关注

三大出口结构表现： 

1）重点关注海外消费降级和企业降本带来的出口机会。海外发达经济体天量流

动性投放加剧全球贫富分化，发达经济体出现收入 K 型分化导致消费升级与消

费降级并存，前者映射奢侈品的消费积极增长和涨价，后者则驱动消费者更加偏

好“性价比高”的商品，此前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面临高通胀背景下，日本生产

的汽车、家具家电、影音设备等依赖性价比优势大幅抢占美国市场。此外，全球

滞胀背景下企业经营面临挑战，积极推进降本战略，我们梳理美股超过四分之一

公司在 2022 年 Q4 开始缩减营业成本。 

在海外消费降级和企业降本的大背景下，我国供给优势背后的性价比优势带来的

出口机会需重点关注，一方面是得益于我国供应链的强大稳定性，在生产、物

流、仓储等环节的稳定性有助于降低总体供应链成本，另一方面我国作为全球第

一大制造业强国，在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制造业领域有突出优势，特别是纺服、轻

工、机械、家电、家具等高端品类有望受益。 

2）关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与“中国制造”出海带来的出口支撑。新兴市场国

家也是我国出口的重要新兴增长点，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及东盟地区，上半年，

我国对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进出口 3.08 万亿元，同比增长 5.4％，占进出口总值

的 15.3％；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 9.8％，高出整体增速 7.7

个百分点，占 34.3％，同比提升 2.4 个百分点；对 RCEP 其他成员进出口增长

1.5％。 

我们认为，我国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表现强势，一方面部分资源相对富裕的新兴

市场国家，得益于大宗商品牛市带来的利好，经济处于快速增长阶段，结合雁阵

理论和我国作为世界第一生产制造国的角度来看，新兴市场国家从产业发展和现

实需求角度，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度不断提升，相应带动我国相关品类出口。 

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和扩大进口战略，秉持“高举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持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政策，作为第三世界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代表，

在国际秩序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分量逐年提升，大国地位和外交阵地的步步提升一

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制造”出海，进而带动出口增长，2023 年上半年，除东盟

及“一带一路”国家外，我国对拉美和非洲等新兴市场分别增长 7％和 10.5％。

我们认为，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推进，我国制造业产品及企业出海

将有持续积极表现。 

3）关注新一轮科技周期和全球碳中和进程的演绎。全球碳中和科技革命具备独

特的产业发展逻辑，与全球宏观经济周期不同步，当经济处于下行阶段而产业发

展处于积极增长阶段，其相关品类出口也较为积极，机电产品占我国出口近六成

比例，其产业变化与科技周期高度相关，特别是全球半导体周期；截止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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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全球半导体销售周期已经于 3 月筑底逐步回升，随着 ChatGPT 等终端应用

场景和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业态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库存筑底回升以及算

力需求的大幅提升有望带动半导体销售周期进一步上行，带动我国相关品类机电

出口增长。此外，费城半导体指数背后涵盖一系列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公司，并

对半导体销售周期及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有一定领先性，Q2 以来费城半导体指数

已经出现显著回升，背后蕴含着对未来半导体市场及算力需求的增长预期。综合

来看，我们预计全球半导体销售周期进入上行阶段将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带来积

极利好。 

此外，全球碳中和进程下，我国的新能源制造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具备超强能力，

新能源车、光伏等新能源相关领域的出口保持较高的成长性，截至 2023 年上半

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增长 61.6%，

拉动整体出口增长 1.8 个百分点。 

❑ 内需逐步企稳，进口渐进回升 

2023 年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进口同比增长-0.1%，其中 6 月人民币计价出口同比

增长-2.6%。经济仍处于弱修复阶段，内需回升较慢决定了进口数据回升较慢，

价格因素也有扰动，预计下半年随着内需回升和低基数的支撑，下半年进口将渐

进回升。 

经济弱修复，进口渐回升。内需决定进口，当前我国内需仍处于弱修复阶段，6

月中采制造业 PMI 指数录得 49%，较前值小幅回升 0.2个百分点，但仍位于荣枯

线下方，市场需求恢复速度较慢，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偏弱，其中新订单指数上升

0.3 个百分点至 48.6%，仍然位于荣枯线下方，地产投资依然承压，线下消费热

度回归，6 月产成品库存下行 2.8 个百分点至 46.1%，原材料库存下降 0.2 个百

分点至 47.4%，呈现被动去库特征，且库存去化速度有所加快。我们认为 2023

年我国经济动能高点已过，经济处于弱修复状态，大规模逆周期政策难期，内需

的渐进修复决定了进口增速大概率低位震荡、渐进回升。 

展望 2023 年 Q2 至 Q4，我们预计实际 GDP 增速分别为 6.7%、4.1%和 5.3%，

Q2 增速较高主要源于低基数影响，预计全年实际 GDP 增速略高于 5%目标达到

5.3%，结构层面，消费、基建和制造业投资相对较强。我们认为，随着内需平

稳修复叠加 2022 年下半年低基数，预计下半年进口将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 6 月贸易顺差边际回升 

2023 年 6 月贸易顺差边际回升。2023 年 6 月贸易顺差 706.2 亿美元，较 5 月

658.1 亿美元有所回升，但仍处于较强水平，Q2 整体顺差与 2022 年同期较为接

近，预计对名义 GDP 的影响相对有限，此外，近期人民币汇率有一定贬值压

力，我们认为在相对稳定的经常项目顺差下，有助于我国经济平稳增长、化解国

际收支压力和缓解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 

❑ 风险提示 

中美贸易摩擦超预期恶化，海外经济超预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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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出口数据跟踪 

图1： 进出口数据跟踪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2： 2022 年以来出口价格指数同比显著高于进口价格指数  图3： 根据 2023 年一季报，美股超 6000 家公司开启降本战略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单位 2023-06 2023-05 2023-04 2023-03 2023-02 2023-01 2022-12 2022-11 2022-10 2022-09 2022-08 2022-07

% -10.10 -6.20 1.10 7.40 1.30 -14.90 -8.82 -9.69 -0.57 3.10 3.94 10.66

% -12.40 -7.50 8.50 14.80 -1.30 -10.40 -10.05 -9.06 -0.40 5.50 7.40 18.13

% -6.80 -4.50 -7.90 -1.40 4.30 -21.00 -7.12 -10.48 -0.80 0.01 -0.39 1.38

亿美元 706.20 657.92 902.35 881.57 162.95 989.83 766.14 683.94 849.23 842.59 810.33 1,027.00

% -6.00 0.50 8.90 15.50 8.00 -6.80 0.67 -0.14 6.79 7.97 8.39 16.20

% -8.30 -0.80 16.80 23.40 5.10 -1.90 -0.72 0.50 6.84 10.42 12.04 24.07

% -2.60 2.30 -0.80 6.10 11.30 -13.40 2.59 -0.96 6.72 4.82 3.83 6.44

亿元 4,912.5 4,522.3 6,186.0 6,007.6 1,087.7 6,909.3 5,403.1 4,839.0 5,842.7 5,701.7 5,469.7 6,923.3

单位 2023-06 2023-05 2023-04 2023-03 2023-02 2023-01 2022-12 2022-11 2022-10 2022-09 2022-08 2022-07

对美国出口 % -23.73 -18.24 -6.50 -7.68 -31.75 -14.18 -19.51 -25.43 -12.56 -11.56 -3.77 10.97

从美国进口 % -4.12 -9.88 -3.11 5.64 17.18 -20.06 -7.12 -7.28 -1.54 -4.62 -7.38 -4.49

贸易差额 亿美元 287.21 281.64 296.82 275.95 118.06 294.86 294.59 243.29 341.94 360.73 367.73 415.06

对欧洲出口 % -12.92 -7.03 3.87 3.38 -16.13 -9.53 -17.50 -10.62 -8.95 5.60 11.09 23.17

从欧洲进口 % -0.70 -0.94 -0.12 3.40 4.86 -14.39 -13.54 -16.25 -5.10 -8.37 3.13 -7.35

贸易差额 亿美元 190.87 200.65 213.31 207.46 105.30 263.08 196.41 219.34 226.76 231.66 252.89 293.81

对东盟出口 % -16.86 -15.92 4.49 35.43 33.69 -6.75 7.48 5.18 20.27 29.49 25.13 33.49

从东盟进口 % -4.06 -4.25 -6.25 -2.17 8.38 -20.21 -7.65 -3.72 4.56 4.95 5.19 9.58

贸易差额 亿美元 92.19 104.16 154.74 231.47 101.45 170.85 168.69 132.51 155.32 142.88 149.36 194.03

对日韩出口 % -17.77 -16.90 6.00 2.81 21.47 -13.94 -6.52 -8.70 5.35 6.33 6.30 17.24

从日韩进口 % -14.88 -18.59 -21.07 -19.98 -13.50 -36.49 -22.04 -25.23 -12.30 -9.04 -7.97 -5.06

贸易差额 亿美元 -24.49 -3.71 20.14 -1.69 -10.24 40.18 -14.76 -20.84 -12.37 -57.46 -36.30 -23.27

单位 2023-06 2023-05 2023-04 2023-03 2023-02 2023-01 2022-12 2022-11 2022-10 2022-09 2022-08 2022-07

制造业PMI % 46.00 46.90 47.10 46.30 47.70 47.40 48.40 49.00 50.20 50.90 52.80 52.80

服务业PMI % 53.90 50.30 51.90 51.20 55.10 55.20 49.20 56.50 54.40 56.70 56.90 56.70

制造业PMI % 43.40 44.80 45.80 47.30 48.50 48.80 47.80 47.10 46.40 48.40 49.60 49.80

服务业PMI % 52.00 55.10 56.20 55.00 52.70 50.80 49.80 48.50 48.60 48.80 49.80 51.20

制造业PMI % 49.80 50.60 49.50 49.20 47.70 48.90 48.90 49.00 50.70 50.80 51.50 52.10

服务业PMI % 54.00 55.90 55.40 55.00 54.00 52.30 51.10 50.30 53.20 52.20 49.50 50.30

制造业PMI % 48.80 49.60 49.60 49.60 49.90 49.10 48.70 48.80 49.40 49.80 50.30 51.10

服务业PMI % 54.00 55.50 55.40 54.40 52.60 50.00 48.10 48.10 49.20 50.00 49.30 51.10

进出口数据（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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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HS 分类下中国出口供给占比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5： 机电产品背后的增长是全球科技产业的发展性增长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HS代码 名称 中国 美国 泰国 越南 印尼 新加坡 日本 韩国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南非 加拿大 欧盟

第一类 活动物；动物产品 5.12 9.11 1.12 2.01 1.16 0.19 0.61 0.53 5.15 3.15 1.74 0.32 3.96 11.61

第二类 植物产品 5.87 13.78 2.36 2.87 0.71 0.11 0.20 0.23 8.74 3.47 2.18 1.02 4.21 6.66

第三类
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

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
1.36 3.54 0.54 0.23 20.09 0.31 0.26 0.09 1.18 1.35 3.94 0.25 3.70 6.79

第四类 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及制品 5.74 8.11 3.69 1.08 1.34 2.24 0.79 1.01 3.59 1.32 1.01 0.71 2.74 16.97

第五类 矿产品 2.62 10.55 0.49 0.28 1.92 2.41 0.75 2.16 2.85 2.49 11.42 1.13 5.48 6.32

第六类 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 8.22 11.01 0.78 0.27 0.71 2.57 3.88 2.93 0.64 3.06 1.22 0.35 1.77 24.85

第七类 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 14.26 10.46 3.85 1.22 1.13 2.21 4.76 5.34 0.63 1.42 0.81 0.25 2.14 11.08

第八类
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鞍具及

挽具;旅行用品、手提包
30.10 2.99 1.27 3.39 0.69 1.58 0.19 0.75 1.05 2.62 0.17 0.20 0.55 19.59

第九类 木及制品;木炭;软木;编结品 11.68 6.44 1.85 2.89 3.04 0.07 0.25 0.07 2.25 0.41 6.67 0.40 9.09 12.36

第十类
木浆及其他纤维状纤维素浆;纸及纸

板的废碎品;纸、纸板及其制品
10.73 11.42 0.71 0.51 2.95 1.14 1.48 1.35 3.92 1.00 1.71 0.51 5.81 14.35

第十一类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32.20 3.23 0.86 4.87 1.59 0.25 0.96 1.54 0.44 4.39 0.13 0.15 0.40 7.31

第十二类
鞋帽伞等;已加工的羽毛及其制品;人

造花;人发制品
39.58 1.34 0.42 12.11 3.02 0.38 0.15 0.42 0.68 1.95 0.19 0.13 0.21 8.40

第十三类
石料、石膏、水泥、石棉、云母及类
似材料的制品;陶瓷产品;玻璃及其制

品
30.68 6.51 1.12 1.07 0.41 0.29 4.06 1.68 0.96 2.47 0.90 0.25 1.08 13.44

第十四类 珠宝、贵金属及制品;仿首饰;硬币 3.19 9.01 2.26 0.34 1.02 2.73 1.76 0.46 0.65 5.64 2.35 2.30 3.22 11.78

第十五类 贱金属及其制品 16.41 6.10 0.93 1.02 1.20 0.68 4.79 4.22 1.47 2.31 3.37 0.88 2.71 11.15

第十六类 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 25.51 8.89 1.59 2.59 0.32 4.22 5.63 5.26 0.38 0.85 0.34 0.17 1.13 13.77

第十七类 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 5.95 14.63 1.52 0.22 0.46 0.66 8.93 4.50 0.85 1.33 0.38 0.65 3.89 17.95

第十八类 光学、医疗等仪器;钟表;乐器 12.94 15.13 0.94 0.87 0.20 3.69 6.60 3.44 0.17 0.57 0.31 0.10 1.20 20.17

第十九类 武器、弹药及其零件、附件 0.84 36.15 11.36 56.00 0.00 0.01 0.74 3.23 2.17 0.76 0.61 0.67 1.50 23.41

第二十类 杂项制品 46.94 4.96 0.68 0.64 0.78 0.30 2.02 0.71 0.25 0.75 0.31 0.15 1.98 9.89

第二十一
类

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 2.55 44.29 0.20 15.30 0.02 1.12 1.24 0.31 1.33 0.45 0.02 0.34 1.19 51.28

全球主要商品供给分布（HS分类下，主要国家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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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6 月出口量价分析  图7： 6 月进口量价分析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中美贸易摩擦超预期恶化，若中美在贸易领域摩擦超预期，外贸领域意识形态化冲突

将导致我国对美国、欧盟、日韩等亲美的主要贸易对象国出口承压，冲击我国出口。 

海外经济超预期下滑，若海外经济因风险事件出现大萧条，则外需大幅回落会大幅冲

击我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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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买 入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20％以上；   

2.增 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20％；   

3.中 性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之间波动；   

4.减 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看 好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上；   

2.中 性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以上；   

3.看 淡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

重。 

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

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法律声明及风险提示 

本报告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Z39833000）

制作。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以下统称“本公

司”）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任何变更。本公司没

有将变更的信息和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作参考之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仅反映报告作者的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

资建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对

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公司的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见

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本公司的资产

管理公司、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本报告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发布、传播本报告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经授权刊载、转发本报告或者摘要的，应当注明本报告发布人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险。

未经授权或未按要求刊载、转发本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公司将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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