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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2022 年 4 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为 3.9%，进口同比持平，贸易顺差为

511.2 亿美元。 

平安观点： 
 国内疫情对进出口的影响在 4月开始加重，我国出口在外需减弱、出口市

场份额受冲击、接单旺季受阻三重拖累之下，增速出现了明显下滑，内需

转弱及物流不畅等因素也使得进口表现不佳。 

 分产品来看，4月各类产品对我国出口的拉动均明显回落，机电产品拉动

减弱尤为明显。机电产品方面，主要机电产品出口金额多数同比负增长，

家电、音视频设备及零件等地产后周期相关商品出口金额同比继续下滑，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手机等电子产品出口金额亦开始下降。不

过，前期表现亮眼的汽车出口仍然保持韧性。其他外向型经济体产能回暖

也在一定程度上抢占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与 3 月相比，4 月防

疫物资并未对我国出口形成明显拉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外逐步解

封后对防疫物资需求的下降。 

 分国别或地区来看，主要国家或地区对我国出口的拉动均有下滑，中国香

港对内地出口继续形成负向拉动，日本对我国出口的拉动亦由正转负。其

中，美国对我国总出口的拉动由 3 月的 3.6%降至 4 月的 1.5%，仍是我国

出口最主要的拉动力量；欧盟、东盟对我国出口的拉动分别降至 1.2%、

1.2%，但受到疫情的持续影响，中国香港对内地出口继续形成负向拉动，

4 月为-1.6%，日本对我国出口的拉动亦由正转负。 

 进口方面，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涨的影响，原油、煤及褐煤等能源类

产品及农产品对进口的拉动进一步加强。21 种主要进口商品中，仅有原

油、煤及褐煤两种商品进口数量小幅上升，其余商品进口数量均有所下滑，

而从价格方面来看，18 种商品的进口价格出现了上涨。 

 总的来说，国内疫情对进出口的影响在 4月开始加重，且我国出口正面临

海外发达经济体需求减弱、出口市场份额受冲击、接单旺季受阻三重压力。

一是，随着海外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紧缩，外需正逐步减弱，4 月欧

美制造业 PMI 均较 3 月继续回落；二是，其他外向型经济体生产能力逐步

恢复，正在挤占我国出口市场份额，东南亚国家制造业 PMI 回升，韩国、

越南出口持续高增均指向这一点；三是，本轮疫情爆发的时间点恰是出口

贸易行业的接单、生产旺季，此时企业的停产停工或将为全年的出口贸易

埋下“隐患”。稳外贸是稳增长的重要环节，近期针对外贸企业的支持政

策不断出台。央行、外管局印发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

融服务的通知》中，提出了六条措施助力外需企稳，5 月 5 日举行的国常

会亦提到“促进外贸平稳发展”。往后看，随着疫情的阶段性冲击逐步消

退，在人民币汇率贬值及政策支持下，我国出口的下行压力有望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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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4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为 3.9%，较 3月 14.7%的同比增速明显回落，且降至 2020年 7月以来最低值；同期，

进口同比持平，略好于 3月的-0.1%；贸易顺差为 511.2亿美元，较 3月的 473.8亿美元有所增加。总的来看，国内疫情对

进出口的影响在 4 月开始加重，我国出口在外需减弱、出口市场份额受冲击、接单旺季受阻三重压力之下，增速出现了明

显下滑，内需转弱及物流不畅等因素也使得进口表现不佳。 

分产品来看，4月各类产品对我国出口的拉动均明显回落，机电产品拉动减弱尤为明显。其中，机电产品对我国出口的拉动

由 3月的 6.7%降至 4月的 0.0%，主要机电产品出口金额多数同比负增长，家电、音视频设备及零件等地产后周期相关商品

出口金额同比继续下滑，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手机等电子产品出口金额亦开始下降。不过，前期表现亮眼的汽车

出口仍然保持韧性，4月我国汽车（包括底盘）出口金额同比增长约 8.6%。 

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我国出口的拉动由 3月的 1.8%降至 0.9%，除国内疫情影响外，其他外向型经济体产能回暖也在一定程度

上抢占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4月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制造业 PMI均有所回升，韩国、越南出口增

速持续高于我国均指向这一点。与 3月的 0.9%相比，防疫物资在 4月并未对我国出口形成明显拉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海外逐步解封后对防疫物资需求的下降；另外，除以上三类产品外的其他产品对我国出口的拉动也明显减弱，由 3 月的

14.7%降至 4月的 3.0%，但受到国际粮价上涨的影响，农产品出口金额仍保持较高增速。 

图表1 2022年 4月出口同比增速明显回落 
 

图表2 2022年 4月各类产品对出口的拉动均有所减弱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注：2021年数据为两年平均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注：2021年数据为两年平均 

 

图表3 全球疫情降温后对于防疫物资的需求下降 
 

图表4 近几个月来韩国、越南出口增速持续高于我国，
表明我国出口市场份额正在受到挤压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注：2021年数据为两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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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国别或地区来看，主要国家或地区对我国出口的拉动均有下滑，中国香港对内地出口继续形成负向拉动，日本对我国出

口的拉动亦由正转负。其中，美国对我国总出口的拉动由 3月的 3.6%降至 4月的 1.5%，仍是我国出口最主要的拉动力量；

欧盟、东盟对我国出口的拉动分别降至 1.2%、1.2%，但受到疫情的持续影响，中国香港对内地出口继续形成负向拉动，4

月为-1.6%，日本对我国出口的拉动亦由正转负。 

与 3月相比，国内疫情对出口的影响在 4月开始加重，且我国出口正面临海外发达经济体需求减弱、出口市场份额受冲击、

接单旺季受阻三重压力。一是，随着海外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紧缩，外需正逐步减弱，4月欧美制造业 PMI均较 3月继

续回落；二是，其他外向型经济体生产能力逐步恢复，正在挤占我国出口市场份额，东南亚国家制造业 PMI 回升，韩国、

越南出口持续高增均指向这一点；三是，本轮疫情爆发的时间点恰是出口贸易行业的接单、生产旺季，此时企业的停产停工

或将为全年的出口贸易埋下“隐患”。 

不过，近期针对外贸企业的支持政策不断出台。4月 18日，央行、外管局印发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

服务的通知》中，提出了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企业跨境融资、汇率风险管理、跨境业务办理、出口信用保险、投资者跨境

投融资等六条措施助力外需企稳；4月 20日，国家税务总局等十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大出口退税支持力度 促进

外贸平稳发展的通知》；5月 5日举行的国常会上，亦针对外贸企业提出了五方面帮扶措施。往后看，随着疫情的阶段性冲

击逐步消退，在人民币汇率贬值及政策支持下，我国出口的下行压力有望缓和。 

图表5 主要国家或地区对我国出口的拉动均有下滑 
 

图表6 海外制造业 PMI下降说明外需正在回落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内需转弱叠加进口商品报关流程延长，4 月进口表现疲弱。国内疫情爆发对于进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内需受到冲击，

沿海地区防控政策的收紧也会导致进口商品的报关时间延长。分产品来看，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涨的影响，原油、煤及

褐煤等能源类产品及农产品对进口的拉动进一步加强。价格的上涨仍是我国进口的重要支撑因素：观察 21种主要进口的商

品的量、价情况可以发现，4月仅有原油、煤及褐煤两种商品进口数量同比有所增长，其余商品进口数据均有所下滑，机床、

原木及锯材等多种商品进口数量同比下滑超过 20%。但从价格方面来看，4月仅有铁矿砂及其精矿、医药材及药品和液晶显

示板 3种商品进口价格有所下滑，而 3月主要进口商品中尚有 5种商品进口价格有所回落。这也表明，价格的上涨在一定程

度上对我国进口形成了支撑，若去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我国进口的回落可能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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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 4 月能源类商品对进口的拉动有所加强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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