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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出口增速超预期，稳外贸政策效果将现。按美元计，1-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额同比增长 10.3%，其中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3.5%，疫情得到控制，出口

增速有所回升；进口累计增长 6.6%，受到海外通胀高企和基数的影响，增速

有所下降。5月单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速提升明显，其中出口在基数回落及

国内生产有所恢复作用下，回升幅度较大，贸易顺差持续走宽。6月 8日，国

常会部署进一步稳外贸稳外资举措，随着国内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物流堵

点逐步打通，再加上外贸支持政策的支持，将利好外贸稳中向好。 

 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相对较稳定。1-5月，东盟仍为我第一大贸易伙伴，

我与东盟贸易总值同比增长 10.2%，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4.8%；欧盟为我第二

大贸易伙伴，1-5 月我国与欧盟贸易总值增长 8.8%，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

13.7%。欧洲供应链受俄乌冲突打击较严重，我国自欧盟的进口收到其负面影

响，在对欧洲出口较强进口较弱下对欧盟贸易顺差走高。美国、韩国分别为我

国第三和第四大贸易伙伴。单月看，我国与东盟、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同

比增速都有所回升，自美国进口和日本进口的同比增速有所回升。其他贸易伙

伴方面，我国与 RCEP 国家贸易关系较稳定，与拉丁美洲出口、进口增速加

快，6 月巴西宣布下调多数商品进口关税将利好我国对巴西出口。 

 疫情影响缓解，机电产品出口有所恢复。1-5月，从出口金额看，除粮食、肥

料、家用电器、音视频设备及其零件、船舶、医疗仪器及器械外，其他主要商

品出口金额同比正增长。肥料的出口金额增速转负，煤炭、天然气价格上涨，

俄乌冲突都影响国内肥料出口，另外医疗仪器及器械的出口金额也从前值的正

值转负。从出口数量看，1-5月粮食、成品油、肥料、陶瓷产品、钢材、手机、

家用电器、集成电路、船舶的出口数量同比增速都为负值，一方面受到国内 3

月后疫情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海外相关产品供应的恢复也使得相应产品出口数

量放缓。5月单月在国内疫情好转下，大多产品出口环比量价齐升，机电产品

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环比上升较明显。6月随着疫情进一步好转，中美关

税或有部分缓解，将支撑出口，但基数也会走高，短期出口增速或将稳中略降。 

 粮食、原油进口仍高，肥料进口金额同比大幅上升。粮食进口同比量价齐升，

环比 4月进口数量和金额也有较大增长，大豆与粮食的进口趋势一致。近期猪

肉价格上涨带动下，生猪养殖或进入上行周期，将提升对于大豆等的需求，大

豆进口仍将在较高位置。在主要中上游商品方面，5月以美元计，铁矿砂及其

精矿、铜矿砂及其精矿、原油、成品油、天然气进口环比 4月量价齐升，煤及

褐煤量价齐减，5月国内疫情影响有所减弱，部分地区复工复产，基建投资的

加速提升相应大宗品的需求。在春耕需求拉动及供应较紧的驱动下，5月肥料

进口金额同比上升 102%。其他商品方面，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进口金额

环比回落。下月进口增速基数回落，国内生产有所恢复拉动相关需求，预计进

口金额同比增速稳中有升，但仍需注意地缘政策对于产业链的负面影响。 

 风险提示：疫情控制不及预期，地缘冲突超预期，复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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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口增速超预期，稳外贸政策效果将现 

国内疫情边际向好，出口有所恢复。按美元计，1-5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25146.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3%，较前值增长 0.2 个百分点。其中，1-5 月份出口总额累计 14025.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5%，增速较 1-4 月增加 1 个百分点，5 月以来我国疫情得到控制，出

口增速有所回升；进口方面，1-5 月进口累计 11121.1 亿美元，增长 6.6%，增速回落 0.5 个

百分点，受到海外通胀高企和基数的影响，进口增速有所下降；贸易顺差 2904.6 亿美元，

增加 36.4%。我国外贸进出口实现稳定增长，外贸结构优化。单月来看，5 月我国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值为 537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1%，增速较上月提升 9 个百分点，自 2020 年 6

月以来连续同比正增长，环比增长 8.4%；5 月出口总值为 3082.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9%，

增速回升 12 个百分点，基数回落及国内生产有所恢复作用下，回升幅度较大，出口金额环

比增长 12.6%；而进口总值 2294.9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1%，增速回升 4.1 个百分点，

环比增加 3.1%。贸易顺差持续走宽，顺差额为 787.5 亿美元，去年同期顺差为 455.4 亿美

元。 

5 月以来，我国疫情形势逐渐平稳，多项政策有序实施稳住经济大盘。随着一揽子稳经

济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外贸物流进一步畅通，企业复工达产进一步提速，我国外贸有望继续

保持稳定增长势头。6 月 8 日，国常会部署进一步稳外贸稳外资举措，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稳外贸方面，会议指出在落实已出台稳外贸稳外资政策的同时还将加大支持力度，一是各级

政府协调解决外贸外资企业复工达产、项目建设的困难；二是对出口退税信用好的企业阶段

性实行 3 个工作日内退税到位，此前国务院表示全国办理正常退税的平均时间今年将压缩至

6 个工作日内，后续出口退税进度将进一步加快；三是吸引外商投资面扩大中西部外商投资

制造业鼓励类目录。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此次国常会召开主要针对此前频繁出台的

稳增长政策在落实环节中的问题，督促地方出台相应配套措施和实施细则，地方政策工具箱

有望进一步打开。随着国内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物流堵点逐步打通，再加上外贸支持政

策的支持，将利好外贸稳中向好。 

图 1：进口当月同比增速回升  图 2：PMI 新出口订单回升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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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相对较稳定 

1-5 月，东盟仍为我第一大贸易伙伴，韩国为我国第四大贸易伙伴。1-5 月，我与东盟

贸易总值为 3712.15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0.2%，较前值增加 0.8 个百分点，占我国外

贸总值的 14.8%；其中，对东盟出口 2115.50 亿美元，增长 14.1%，较前值上升 3.1 个百分

点；自东盟进口 1596.65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4%，较 1-4 月放缓 2.1 个百分点；对

东盟贸易顺差 518.84 亿美元。欧盟为我第二大贸易伙伴，1-5 月我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

3451.61 亿美元，增长 8.8%，较前值回落 0.1 个百分点，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 13.7%。其中，

对欧盟出口 2268.37 亿美元，增长 19.5%，较前值上升 0.2 个百分点，但高于整体出口增速

6 个百分点；自欧盟进口 1183.23 美元，下降 7.1%，低于总体增速 13.7 个百分点，欧洲供

应链受俄乌冲突打击较严重，我国自欧盟的进口收到其负面影响，在对欧洲出口较强进口较

弱下对欧盟贸易顺差 1085.14 亿美元。美国、韩国分别为我国第三和第四大贸易伙伴，1-5

月，我国与美、韩出口金额同比分别增加 15.1%和 16.9%，均高于前值，也高于总体出口增

速；对美国进口同比增加 4.0%，较前值增加 3.7 个百分点，对韩国出口同比增加 5.6%，但

较前值下降 2.2 个百分点。单月来看，我国与东盟、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同比增速都有

所回升，自美国进口和日本进口的同比增速有所回升，具体来看，5 月我国对东盟、欧盟、

美、日的出口增速分别为 25.92%、20.27%、15.75%、3.67%，分别较上月增加 18.34、12.36、

6.33 和 13.06 个百分点；对东盟、欧盟、美、日的进口增速分别为 -2.03%、-9.00%、21.18%

和-13.66%，较前值上升-6.58、3.52、21.42 和 1.47 个百分点。 

其他贸易伙伴方面，我国与 RCEP 国家贸易关系较稳定。1-5 月，我国与拉丁美洲出口

总额同比增速为 17.7%，进口同比增长 7.6%，均较前值增速加快 1.0 个百分点；其中对巴

西出口的增速提升 3.5 个百分点，6 月巴西经济部宣布下调豆类、肉类、意大利面、饼干、

大米和建筑材料等商品进口关税，下调幅度为 10%，涵盖全部巴西进口商品类别的 87%，

总计涉及 6195 项商品，预计未来我国向巴西出口将有所增加。1-5 月，我国向非洲出口增

加 13.4%，进口增加 19.5%，进口超整体情况。5 月我国与 RCEP 国家进出口总额为 1637.67

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 30.45%，较 4 月略回落 0.5 个百分点。我国对 RCEP 国家出口总

额占总出口的比重为 27.86%，进口总额占总进口比为 33.94%，较前值占比分别减少 0.04

和 0.75 个百分点。 

图 3：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情况（以美元计）  图 4：美欧日制造业仍在复苏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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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疫情影响缓解，机电产品出口有所恢复 

从出口商品看，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恢复，肥料出口回落。1-5 月，从出口金

额看，除粮食、肥料、家用电器、音视频设备及其零件、船舶、医疗仪器及器械外，其他主

要商品出口金额同比正增长，其中在俄乌冲突影响全球供应链下，稀土、未锻轧铝及铝材、

汽车（包括底盘）的出口金额增速都超过 60%。另外，在海外需求及国内生产拉动下，箱包

及类似容器、鞋靴、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金额同比增速超过 20%。除粮食、肥料、

家具及其零件、通用机械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家用电器、汽车（包括底盘）、

船舶、医疗仪器及器械和高新技术产品外，其他主要产品增速超过 1-4 月出口金额。值得注

意的是，肥料的出口金额增速由前值的正值转为 1-5 月的-12.6%，下降 14.0 个百分点，在

煤炭、天然气价格上涨的背景下，全球化肥生产成本增加，不少生产企业供应减少；另外俄

乌冲突使得全球肥料供应紧张，这两方面因素都影响国内肥料出口，另外医疗仪器及器械的

出口金额也从前值的正值转负。从出口数量看，1-5 月，粮食、成品油、肥料、陶瓷产品、

钢材、手机、家用电器、集成电路、船舶的出口数量同比增速都为负值，一方面受到国内 3

月后疫情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海外相关产品供应的恢复也使得相应产品出口数量放缓。 

单月来看，在国内疫情，尤其是上海疫情有所好转的背景下，5 月大多产品出口环比量

价齐升，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环比上升也较明显。具体来看，从劳动密集型产

品看，灯具、照明装置及类似品，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服装及衣着附件，家具及其零

件，塑料制品，箱包及类似容器在 5月出口金额增速分别为 3.07%、15.71%、24.61%、0.33%、

17.82%和 50.50%，较前值分别回落 6.7、上升 14.85、22.72、3.37、8.10 和 19.7 个百分

点。此外，铝出口继续被拉升，5 月未锻轧铝及铝材出口金额同比大增 96.88%，在基数大

幅回升的背景下，继续较 4 月增速回升 17.97 个百分点，5 月未锻轧铝及铝材出口数量较前

值回升 17.6 个百分点至 54.09%，俄乌冲突继续作用于我国铝出口。另外，5 月钢材出口增

长较快，出口数量和金额分别同比增长 47.23%和 77.80%，较前值增速回升 84.75 和 65.20

个百分点，一方面由于基数回落，但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生产的恢复。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

的出口金额同比分别上升 9.38%和 5.00%，较 4 月增速回升 9.50 和 9.35 个百分点，环比也

回升明显，集成电路、通用机械设备、汽车和汽车底盘也有同样趋势。国内疫情有所好转，

对于相关产业提振明显。 

5 月，出口超预期，主要商品受到疫情好转提振、海外需求等因素影响。5 月，海外较

强劲的需求、人民币汇率仍对我国出口形成支撑，国内散点疫情有所好转对机电产品等拉动

明显。接下来随着海外供应链逐步复苏，出口红利逐渐消退，叠加高基数效应，预计下半年

进出口增速整体走弱，我国 5 月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分别为 46.2%和 45.1%，较前值

分别提升 4.6 和 2.2 个百分点，6 月随着疫情进一步好转，中美关税或有部分缓解，将支撑

出口，但基数也会明显走高，短期出口增速或将稳中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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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未锻轧铝及铝材、钢材出口金额同比增速加快  图 6：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回升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4 粮食、原油进口仍高，肥料进口金额同比大幅上升 

粮食进口同比量价齐升，环比 4 月进口数量和金额也有较大增长。5 月粮食进口量为

1591.1 万吨，同比上涨 0.2%，增速较上月放缓 2.91 个百分点，环比上升 16.96%，以美元

计，粮食进口金额同比大幅上升 26.99%，增速仍在高位，粮食进口金额环比继续大幅上升

19.36%；其中，大豆与粮食的进口趋势一致，5 月大豆进口金额同比上升 27.07%，增速较

上月回落 5.31个百分点，但仍在高位，进口数量同比增速较前值回落 7.79个百分点至 0.67%。

近期，国际粮食市场动荡，不少产粮国禁售小麦等粮食推高国际粮价，粮食安全成为国内国

际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5 月 13 日，世界第二大小麦生产国印度宣布禁止小麦出口；5 月

16 日，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三夏”生产视频调度暨小麦机收工作部署会指出，目前正值小

麦灌浆关键期，冬小麦平均亩穗数与去年相比持平略增，穗粒数大体持平。在粮食供应链紧

张的持续影响下，预计粮食进口或受到影响。但在近期猪肉价格上涨带动下，生猪养殖或进

入上行周期，将提升对于大豆等的需求，大豆进口仍将在较高位置。 

原油进口增速维持高位，肥料进口上升明显。在主要中上游商品方面，除成品油、天然

气、稀土、天然及合成橡胶（包括胶乳）、纸浆、钢材、未锻轧铜及铜材外，其他商品 1-5

月进口金额同比增速较前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增速回升的品类增加。5 月，以美元计，

铁矿砂及其精矿、铜矿砂及其精矿、原油、成品油、天然气进口环比 4 月量价齐升，煤及褐

煤量价齐减。同比来看，5 月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金额同比下降 17.73%，基数上升较多下，

增速较 4 月回升 18.84 个百分点；铜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金额同比上升 20.69%，基数上升较

多的背景下增速仍上升 8.21 个百分点，5 月国内疫情影响有所减弱，部分地区复工复产，基

建投资的加速提升相应大宗品的需求。在春耕需求拉动及供应较紧的驱动下，5 月肥料进口

金额同比上升 102%，增速较前值大幅加快 49.82 个百分点，但进口数量和金额环比都有所

回落。其他商品方面，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金额环比回落 0.23%，机电产品进口金额环比回落

3.36%，集成电路、汽车（包括底盘）等进口金额环比继续回落较多，但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及其零部件进口金额有所回升，地缘政治继续对芯片等供应链产生影响。下月进口增速基数

回落，国内生产有所恢复拉动相关需求，预计进口金额同比增速稳中有升，但仍需注意地缘

政策对于产业链的负面影响，中长期在基数回落、供应链修复、国内需求增长的拉动下，进

口有望实现恢复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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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我国粮食进口金额同比增速仍高   图 8：汽车进口金额同比回落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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