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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出口增速转正 

 
——1 至 2 月进出口数据分析 

核心内容：  分析师 

3月 7日，海关总署公布商品进出口数据：以美元计价，中国 1-2月出口同比-6.8%，

进口同比-10.2%；贸易顺差 1168.8 亿美元，同比+6.8%。以人民币计价，出口同

比+0.9%，进口同比-2.9%。与去年 12 月相比，进出口领域出现以下边际变化： 

1. 出口增速降幅放缓，进口延续低迷：1-2 月商品出口 5063 亿美元，同比-6.8%

（前值-9.9%），高于市场预期值-8.3%。出口增速自去年 8 月以来出现快速下降，

年底触及阶段低位，当前增速有所回升，原因是美国、欧元区等经济好于预期，

外需相对平稳。1-2 月商品进口 3894.2 亿美元，同比增速较去年 12 月继续下滑

2.7 个百分点至 10.2%。1-2 月贸易顺差 1168.8 亿美元，同比增长 6.8%。 

2. 机电产品出口增速有所改善，手机、音频设备反弹明显：1-2 月农产品、机电

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增速分别为 2.3%（前值 3.5%）、-7.2%（前值-12.7%）和-18.7%

（前值-25.7%）。其中手机出口（+2%）、音视频设备及其零件出口（-3.7%）增速

回升超 10 个百分点，通用机械设备（-3.7%）、家用电器（-13.2%）、汽车零配件

（+4%）、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32.1%）增速亦小幅回升；医疗仪器与

器械（-13.4%）、灯具照明（-17%）、集成电路（-25.8%）、汽车包括底盘（+65.2%）、

船舶（-25%）增速持续回落，其中船舶增速大幅下降超 60 个百分点。 

3. 对东盟维持正增长，对欧美日港持续降速，对韩增速转正：1-2 月对东盟出口

同比+9%（前值+7.5%），增速持续上升；对欧盟出口同比-12.2%（前值-17.5%），

收窄降速；对美国出口额同比-21.8%（前值-19.5%），降幅持续扩大。一方面，

RCEP 生效一年多来持续带来贸易创造效应。另一方面，美国不断谋求与中国的

经贸脱钩，集成电路等对美出口大幅减少。 

4. 出口有望进一步收窄降幅：供给侧疫情影响显著弱化，生产和出口都开始复工；

需求侧 2 月制造业 PMI 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个月回升 6.3 个百分点，创两年新高。

从全球经济来看，中美欧经济的底部都会在 2023 接续出现。已经出台的美国与

欧元区经济数据呈现出较强韧性。美国经济在较高工资增速的支撑下，零售数据、

新屋销售等都有所改善，目前市场对美国、欧元区 2023 年经济增速的预测区间

分别为 0.5%至 1.5%、0.2%至 0.7%，全年增速预期都为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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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7 日，海关总署公布的外贸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中国 1-2 月出口同比下降 6.8%，

预期-8.3%，前值-9.9%；进口下降 10.2%，预期-3.3%，前值-7.5%；贸易顺差 1168.8 亿美元，

同比增加 6.8%。以人民币计价，出口同比增长 0.9%，前值-0.5%；进口下降 2.9%，前值 2.2%。 

一、外贸开局平稳：出口增速降幅放缓，进口延续低迷 

出口：1-2 月商品出口 5063 亿美元，同比-6.8%（前值-9.9%），高于市场预期值-8.3%。出

口增速自去年 8 月以来出现快速下降，年底触及阶段低位，当前增速有所回升，说明外需表现

较为平稳。 

进口：1-2月商品进口3894.2亿美元，同比增速较去年12月继续下滑2.7个百分点至10.2%，

不及市场预期值-3.3%。   

贸易顺差：1-2 月贸易顺差 1168.8 亿美元，略高于去年同期顺差 1095.4 亿美元，同比增

长 6.8%。 

二、机电产品出口增速有所改善，手机、音频设备反弹明显 

以美元计价，1-2 月农产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增速分别为 2.3%、-7.2%和-18.7%，

前值分别为 3.5%、-12.7%和-25.7%，农产品出口增速延续弱增，但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

降幅收窄。从具体品类来看，农产品整体表现较为一致，而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内部产品表现

分化较大。和 12 月相比，手机（+2%）、音视频设备及其零件（-3.7%）增速回升超 10 个百分

点，通用机械设备（-3.7%）、家用电器（-13.2%）、汽车零配件（+4%）、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

其零部件（-32.1%）增速亦小幅回升；医疗仪器与器械（-13.4%）、灯具照明（-17%）、集成电

路（-25.8%）、汽车包括底盘（+65.2%）、船舶（-25%）增速持续回落，其中船舶增速大幅下

降超 60 个百分点。 

 

图 1：1-2 月出口增速收窄降幅，进口增速延续低迷 图 2：出口韧性、进口低迷，贸易顺差仍然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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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花顺，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同花顺，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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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农产品、机电和高新技术出口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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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花顺，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三、出口国别结构：对东盟维持正增长，对欧美日港持续降速，对韩增速转正 

出口目的地相对重要性：1-2 月中国大陆对东盟、欧盟、美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

印度、其他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人民币计价）分别为 16.3%、15.8%、14.1%、7%、5.3%、

4.7%、3.5%、33.2%。 

出口分国别（美元计价当月同比）增速：1-2 月对东盟出口同比+9%（前值+7.5%），增速

持续上升；对欧盟出口同比-12.2%（前值-17.5%），收窄降速；对美国出口额同比-21.8%（前

值-19.5%），降幅持续扩大；对中国香港出口同比-23.5%（前值-22.7%），对日本出口同比-1.3%

（前值-3.3%），对韩国出口同比 2.1%（前值-9.7%），增速转正，对印度出口同比-2.1%（前值

2.3%）。      

图 4：对美、欧盟、东盟出口增速（美元当月同比%） 图 5：对港、日、韩出口增速（美元当月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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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花顺，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同花顺，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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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继续巩固对我国出口增速的贡献，欧盟、美国仍拖累我国出口。一方面，RCEP 生效

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积极促进区域内各国经贸往来更加密切。另一方面，美国在打造关键产

业回归国内、重要产业迁向盟友、一般产业迁往非“竞争对手”国家的产业链新战略下，积极

谋求与中国的经贸脱钩，以集成电路等机电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对美出口大幅减少。 

四、前瞻：出口有望延续回升 

当前，我国外贸领域的主要矛盾已由去年的供应链受阻、履约能力不足，转变为现阶段的

外需走弱、订单下降。随着我国疫情对生产供给冲击影响的显著弱化，供应受阻的压力得以迅

速缓解，与此同时，制造业 PMI 大幅改善，其中新出口订单表现亮眼，较上月回升 6.3 个百

分点创两年来新高。另一方面，欧美经济呈现出较强韧性。美国 1 月就业、零售等出现好转，

而欧洲方面短期经济表现尚可，美欧陷入衰退的预期都有所缓解。 

图 6：2 月中国制造业 PMI 新出口订单指数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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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花顺，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图 7：2022 年 12 月以来美、欧、英等国制造业 PMI 开始向荣枯线靠近， 但 2023 年 2 月欧元区回落 

制造业
PMI

美国
Markit

美国
ISM

欧元区
——

法国

——

德国
英国 日本 韩国

中国
财新

中国
中采

越南 印度 巴西 俄罗斯 墨西哥

2023-02 47.3 47.7 48.5 47.4 46.3 49.3 47.7 48.5 51.6 52.6 51.2 55.3 49.2 53.6 51.0

2023-01 46.9 47.4 48.8 50.5 47.3 47.0 48.9 48.5 49.2 50.1 47.4 55.4 47.5 52.6 48.9

2022-12 46.2 48.4 47.8 49.2 47.1 45.3 48.9 48.2 49.0 47.0 46.4 57.8 44.2 53.0 51.3

2022-11 47.7 49.0 47.1 48.3 46.2 46.5 49.0 49.0 49.4 48.0 47.4 55.7 44.3 53.2 50.6

2022-10 50.4 50.2 46.4 47.2 45.1 46.2 50.7 48.2 49.2 49.2 50.6 55.3 50.8 50.7 50.3

2022-09 52.0 50.9 48.4 47.7 47.8 48.4 50.8 47.3 48.1 50.1 52.5 55.1 51.1 52.0 50.3

2022-08 51.5 52.8 49.6 50.6 49.1 47.3 51.5 47.6 49.5 49.4 52.7 56.2 51.9 51.7 48.5

2022-07 52.2 52.8 49.8 49.5 49.3 52.1 52.1 49.8 50.4 49.0 51.2 56.4 54.0 50.3 48.5

2022-06 52.7 53.0 52.1 51.4 52.0 52.8 52.7 51.3 51.7 50.2 54.0 53.9 54.1 50.9 52.2

2022-05 57.0 56.1 54.6 54.6 54.8 54.6 53.3 51.8 48.1 49.6 54.7 54.6 54.2 50.8 50.6

2022-04 59.2 55.4 55.5 55.7 54.6 55.8 53.5 52.1 46.0 47.4 51.7 54.7 51.8 48.2 49.3

2022-03 58.8 57.1 56.5 54.7 56.9 55.2 54.1 51.2 48.1 49.5 51.7 54.0 52.3 44.1 49.2

2022-02 57.3 58.6 58.2 57.2 58.4 58.0 52.7 53.8 50.4 50.2 54.3 54.9 49.6 48.6 48.0  

资料来源：同花顺，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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