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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2022年12月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出口同比下降9.9%，中国进口同比下降7.5%，
贸易顺差780.1亿美元。

平安观点：

从产品结构和国别来看，2022年12月中国出口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1）各类产品对我国出口的拉动均为负，机电产品对我国出口拖累增大。
主要机电产品中，仅汽车、船舶出口金额保持高增，当月同比分别为

90.7%、37.4%。除此之外，其他主要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均明显回落，自
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手机、家用电器、音视频设备及其零件等

产品出口同比下滑幅度均在20%以上。2022年12月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我
国出口的拖累为0.8个百分点，已连续三个月形成拖累。2）主要贸易伙
伴中仅东盟对我国出口的同比拉动为正，欧盟对我国出口同比的拉动则

明显下滑。2022年四季度开始，东盟地区对我国出口的支撑作用更加凸
显，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RCEP生效落地后，政策红利不断
显现；二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尤其是2021年底中老铁路建成通
车，使中国、东盟之间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三是，东盟国家经济基本面

具备一定韧性，国内需求并未明显下滑。不过东盟经济出口导向型特征

明显，2023年它们的经济也可能转弱，进而加重中国出口的下行压力。
除东盟外，其他地区对我国出口均形成拖累，尤其是2022年12月欧盟对
我国出口的拖累较快加大，映射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基本面仍在走

弱。

2022年12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震荡分化，受到疫情的影响，国内下游消
费需求仍显乏力，进口同比保持负增长，但降幅有所收窄。对进口同比

拖累最大的产品包括：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液晶

显示板、未锻造的铜及铜材、初级形状的塑料等。其中集成电路相关产

品进口下降，一方面受到国内终端需求乏力，消费电子产品销售疲软影

响；另一方面，美国对我国在芯片等领域的遏制加强后，国产替代亦发

挥了一定作用。对进口同比拉动最大的产品包括：原油、农产品、空载

重量超过2吨的飞机、纸浆、成品油等。尽管原油仍是拉动中国进口同比
最大的商品，但其拉动幅度从2022年11月的2.7个百分点回落至1.6个百
分点。量价拆分来看，2022年12月中国原油进口数量和单价的同比均较
上月回落。

2022年12月，中国进口、出口均保持负增长，但二者走势却出现分化：
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下滑的同时，进口同比增速降幅收窄。展望2023年，
内外需走势或继续分化，贸易顺差或继续缩窄。内需方面，当前我国经

济复苏的大方向较为确定，终端需求有望在政策支持下回暖，并带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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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增速的回升。外需方面，受海外经济衰退风险增加以及美国库存周期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出口将持续面临下行压

力。此外，欧美发达经济体对产业链安全的诉求提升、大国在关键领域的博弈加剧等大背景之下，中长期来看我国出口亦

面临潜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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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出口同比下降9.9%，较上月回落1.0个百分点；以美元计价的中国进口同比下降7.5%，较上月回升
3.1个百分点；贸易顺差780.1亿美元。
从产品结构和国别来看，2022年12月中国出口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分产品来看，各类产品对我国出口同比的拉动均为负，其中机电产品对我国出口拖累增大。2022年12月机电产品出口金额同比下
滑12.9%，对我国出口同比的拖累幅度达到7.7个百分点。主要机电产品中，仅汽车、船舶出口金额保持高增，2022年12月当月
同比分别为90.7%、37.4%。但除此之外，其他主要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均明显回落，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手机、家用
电器、音视频设备及其零件等产品出口同比下滑幅度均在20%以上。2022年12月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我国出口同比的拖累为0.8个
百分点，已连续三个月对我国出口形成拖累，主要源于服装、家具、玩具等产品出口金额下滑。除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以

外的其他产品，对我国出口同比的拖累亦由2022年11月的0.5个百分点提高至2022年12月的1.3个百分点，主要受到钢材、未锻轧
铝及铝材等大宗商品出口回落的影响。

分国别和地区看，主要贸易伙伴中仅东盟对我国出口同比的拉动为正，欧盟对我国出口同比的拉动则明显下滑。2022年12月东盟
对我国出口同比的拉动回升0.3个百分点至1.1个百分点，明显好于其他经济体。2022年全年，我国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长18.1%，
东盟占我国出口比重较2021年上升了1.8个百分点，达到了15.9%。尤其是2022年四季度开始，东盟地区对我国出口的支撑作用
更加凸显，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RCEP生效落地后，政策红利不断显现；二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尤其是2021
年底中老铁路建成通车，使中国、东盟之间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三是，东盟国家经济基本面具备一定韧性，国内需求尚未明显下

滑。但东盟经济出口导向型的特征明显，2023年其经济基本面也可能转弱，进而加重中国出口的下行压力。世界银行2023年1月
10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预计，2023年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GDP增速较2022年均有所放缓。除东盟
外，其它地区2022年12月对我国出口同比均形成拖累，尤其是欧盟对我国出口同比的拉动下滑1.1个百分点至-2.7个百分点，而
美国对我国出口同比的拉动为-3.2个百分点，映射出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基本面仍在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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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2022年12月我国出口同比继续回落，但进口降幅收窄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注：2021年数据为两年平均

图表 2 2022年12月机电产品对我国出口形成明显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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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东盟外，其他主要地区对我国出口均形成拖累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 4世界银行预计部分东盟国家2023年经济增长放缓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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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震荡分化。受到疫情的影响，国内下游消费需求仍显乏力，进口同比保持负增长，但降幅有所收窄。从主
要进口产品来看：

对进口同比拖累最大的产品包括：集成电路（2022年12月拖累程度达4.0个百分点）、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液晶显示
板、未锻造的铜及铜材、初级形状的塑料等。其中，2022年12月集成电路进口同比下滑22.0%，主要是进口数量下滑所致：
2022年12月集成电路进口数量为399亿个，同比下降25.5%。集成电路相关产品进口下降，一方面受到国内终端需求乏力，消费
电子产品销售疲软影响；另一方面，美国对我国在芯片等领域的遏制持续，国内生产能力提升，国产替代亦发挥了一定作用。

对进口同比拉动最大的产品包括：原油（2022年12月拉动1.6个百分点）、农产品、空载重量超过2吨的飞机、纸浆、成品油等。
尽管原油仍是拉动中国进口同比最大的商品，但其拉动幅度从2022年11月的2.7个百分点回落至1.6个百分点。量价拆分来看，
2022年12月我国原油进口数量同比由前值的11.8%放缓至4.2%，叠加2022年12月国际原油价格中枢震荡下行，我国的原油进口
金额同比回落更快，从2022年11月的28.1%下降至15.2%。

2022年12月，中国进口、出口均保持负增长，但二者走势却出现分化：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下滑的同时，进口同比增速降幅收窄。
展望2023年，内外需走势或延续分化，贸易顺差或继续缩窄。内需方面，当前我国经济复苏的大方向较为确定，终端需求有望在
政策支持下回暖，并带来进口增速的回升。外需方面，受海外经济衰退风险增加以及美国库存周期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出口

将持续面临下行压力。此外，欧美发达经济体对产业链安全的诉求提升、大国在关键领域的博弈加剧等大背景之下，中长期来看

我国出口亦面临潜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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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2022年12月原油、农产品等商品继续拉动我国进口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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