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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出口韧性突出，进口增速延续低位

——2022 年 7 月贸易数据点评

首席宏观分析师 王青 高级分析师 冯琳

事件：根据海关部署公布的数据，以美元计价，2022 年 7 月出口额同比增长 18.0%，前值 17.9%；

进口额同比 2.3%，前值 1.0%；7 月贸易顺差 1012.7 亿美元，前值 979.4 亿美元。

具体解读如下：

一、7 月出口额延续高增，超出市场普遍预期，对欧盟、东盟和印度出口同比均现高位上行。7 月

出口额增速高位上行，去年同期基数走低是一个原因——2021 年 6 月出口额同比增速为 32.0%，2021 年

7月降至 19.2%——这会在同比数据上推高今年 7月出口额增速。

在重点出口目的地方面，受俄乌战争带来的能源供应紧张冲击，当前欧盟产业链受到较大扰动，进

口需求上升，7 月我国对欧盟出口同比增长 23.2%，增速较上月加快 6.2 个百分点，是拉动 7 月整体出

口增速加快 0.1 个百分点的主要原因。

7 月对美出口同比增长 11.0%，增速较上月下滑 8.3 个百分点，或与当前美国国内高通胀抑制商品

消费需求，以及美国国内消费正在从商品转向服务有关。不过，7 月美国依然超过欧盟和东盟，位居我

国头号出口目的地。

7 月我国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长 33.5%，增速较上月加快 4.5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在于去年同期东盟

疫情显著恶化，内部需求受到影响，导致我国对东盟出口基数大幅下沉——2021 年 6 月我国对东盟出口

增长 33.1%，7月增速骤降至 14.5%。 7 月我国对印度出口同比增长 52.6%，连续三个月处于很高增长水

平，主要与当前印度国内经济修复较快，加之我国低端产业向印度迁移，带动我国对印度机械设备出口

高增所致。事实上，这也是我国近期对东盟出口保持很高增长水平的原因之一。

二、当前海外高通胀继续成为推动我国出口额较快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判断 7 月出口额较快

增长，出口商品价格上涨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当前美、欧等我国主要出口目的地正在经历

高通胀，带动我国主要出口商品价格随之上涨。7 月贸易数据显示，鞋靴、钢材出口额增速均明显于高

于出口量增速；国际油价同比涨幅偏高背景下，7月成品油出口量同比大幅下降，出口额则同比大增；7

月家电、集成电路、手机等出口额同比降幅均低于出口数量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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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7 月主要商品出口价格增速普遍高于出口数量增速

出口数量同比 % 出口金额同比 %

鞋靴 22.0 37.5

陶瓷产品 9.5 11.5

钢材 17.8 41.2

汽车 60.8 64.0

成品油 -26.6 39.3

家电 -4.6 -7.7

集成电路 -12.7 -5.3

手机 -15.2 -10.3

数据来源：WIND

汇率影响方面，考虑到出口企业从接单生产到报关出运往往需要两个月以上的周期，我们判断 4月

下旬以来的这一轮人民币贬值对 7月出口的刺激作用有所体现。若下半年人民币汇率持续处于较低水平，

将增厚出口企业利润，会继续对出口增速有一定促进作用。不过历史数据也显示，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贬

值，短期内对外贸的影响都较为有限。

三、7 月进口增速小幅加快，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基数下沉，当月增速仍处较低增长水平，一方面

与价格因素贡献减弱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国内总需求偏弱背景下，进口需求难有亮眼表现。

7月进口额同比增长 2.3%，增速较上月加快 1.3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基数下沉，当月进

口额绝对规模实际上与 6 月相比小幅走低。7 月进口仍处较低增长水平，这一方面与近期国际油价下跌

引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涨幅趋缓有关——6 月 RJ-CRB 商品价格指数月均值同比涨幅较 5月回落约 3个百

分点，7月加速回落约 16.9 个百分点——这导致价格因素对进口同比增速的拉动作用减弱；不过，也有

部分我国主要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如大豆、集成电路等，这带动相关类别商品进口额降幅收敛或增速加

快。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尽管随着疫情高峰过去，基建稳增长发力，经济活动有所恢

复，内需得到一定修复，但因地产投资持续下滑以及终端消费修复缓慢，国内总需求依然偏弱。在此背

景下，进口需求也难有亮眼表现。

从主要商品进口量价走势来看，7月国际油价整体走跌，而因进口价格（进口金额/进口数量，下同）

变动滞后于国际市场价格，当月原油进口价格仍高于上月，但上涨斜率明显放缓，加之去年同期基数走

高，进口价格同比涨幅较上月收敛 7.8 个百分点至 53.4%；同时，因油价偏高水平下进口需求受到抑制，

7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延续下降，降幅较上月小幅收敛 1.2 个百分点至 9.5%。由此，主要受进口价格同比

涨幅放缓影响，当月原油进口额同比增速较上月下滑 5.0 个百分点至 38.9%。7 月大豆进口价格继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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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同比涨幅较上月加快 3.5 个百分点至 27.3%，同时，进口数量虽不及上月，但因基数走低，同比降

幅从上月的 23.0%收敛至 9.1%。由此，量价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7 月大豆进口额同比从上月的下降

4.8%大幅加快至增长 15.7%。7 月铁矿石进口量有所回升，同比从上月的下降 0.5%加快至增长 3.1%，但

因进口价格继续走跌，且同比降幅较上月扩大 9.5 个百分点至 37.6%，当月进口额同比降幅从上月的

28.4%扩大至 35.7%。7 月集成电路进口价格环比上涨，同比涨幅从上月的 3.3%加快至 21.0%，但因进口

量延续下跌，且同比跌幅较上月扩大 11.2 个百分点至 19.6%，当月进口额延续负增，同比降幅仅较上月

收敛 2.6 个百分点至-2.8%。

四、全球经济明显减速前景下，下半年我国出口额增速整体上会呈现波动下行趋势，甚至不排除个

别月份同比负增长的可能，下半年稳增长将更多倚重内需。为抗击高通胀、当前美联储等海外主要央行

正在大幅收紧货币政策，叠加国际地缘政治危机冲击，下半年全球经济已笼罩在衰退的阴影下。其中，

6月美联储在大幅加息 75 个基点的同时，将 2022 年美国经济增速从此前预期的 2.8%大幅下调至 1.7%；

6 月世界银行也将 2022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从 4.1%大幅下调至 2.9%。这必然会对我国出口需求带来一

定影响。

另外，美联储等主要央行大幅加息作用下，下半年美、欧等经济体的通胀形势也会有所降温。这意

味着价格因素在推高我国出口额方面的效应也将随之减弱。最后，去年下半年出口基数明显偏高，也会

对今年下半年出口增速形成一定抑制。由此，在 5 月以来连续三个月的出口额高增之后，预计从 8 月开

始，伴随上年同期基数大幅抬高，我国出口额增速将转入一个回落过程，其中，8 月出口额同比增速有

可能降至个位数，下半年不排除个别月份出现同比负增长的可能。这意味着接下来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

动力会明显弱于上半年。2022 年上半年净出口对 GDP 增长的拉动率达到 0.9 个百分点，我们估计会下半

年会大幅回落至 0.4%左右，下半年稳增长将更多倚重内需发力。

进口方面，从进口量角度看，随着各项促基建、促消费政策加码发力，内需改善有望带动进口需求

边际回暖，进口量增速反弹将给进口额增速带来边际向上的拉动作用；但从价格角度看，6 月中旬起国

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我们判断 8月价格因素对进口增速的贡献将进一步减弱，这在改善我国贸易

条件、降低输入性通胀压力的同时，也会对进口额增速形成一定抑制作用。同时考虑到去年同期基数有

所走高，我们判断 8月进口增速将稳定在 3%左右的偏低增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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