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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或好于预期，但难以高增 

——4 月出口数据点评 

核心观点: 

4月我国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5%，超出市场预期。从国别看，对新兴市场经

济体出口维持增长，对发达经济体有所回暖；从产品看，汽车、机械设备

出口表现亮眼。外需仍有一定韧性推动了出口继续增长，“稳外贸”政策

也有一定支撑。总体我们判断未来出口或好于去年预期，但难以持续高增

长。 

事件点评 

➢ 从国别看，新兴市场经济体维持增长，发达经济体有所回暖 

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中，俄罗斯较为亮眼，东盟国家下滑明显。4月我国

对俄罗斯出口继续延续高增，同比增长153.1%，较前值上升16.7个百分点；

对东盟国家出口同比增长4.5%，较前值下降30.9个百分点。对主要发达经

济体出口有所回暖，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6.5%，较前值跌幅收窄1.2个百分

点。 

➢ 从产品看，汽车、机械设备出口表现亮眼 

通用机械设备、汽车（含地盘）以及汽车零配件表现亮眼。我国劳动密集

型产品出口在经历3月的高增后有所回落，但普遍仍高于1-2月水平。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同比增速连续5个月稳步提高，延续

上年年底以来的好转态势。其他的主要出口产品中，农产品、塑料制品和

钢材则成为了拖累项。 

➢ 外需仍有一定韧性推动了出口继续增长 

主要发达经济体4月PMI有所好转，制造业PMI与服务业PMI均是如此，反

映外需仍具有一定韧性。新兴市场经济体PMI也反映出，依然呈现出较好的

经济增长态势。 

➢ “稳外贸”政策对重点产品出口有支撑 

“稳外贸”政策对汽车、机械设备等重点产品出口有一定支撑。4月份，国

务院发布《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意见》。其中，《意见》明确提出

培育汽车、机械设备出口优势。 

➢ 未来出口或好于去年预期，但难以持续高增长 

从4月出口数据表现来看，有一些支持出口增长的中长期因素，但也存在利

空的外部环境，总体我们判断未来出口或好于去年预期，但难以持续高增

长。 

风险提示：外需改善不及预期，欧美加息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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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口数据情况 

根据海关总署统计，按美元计价，2023 年 4 月我国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8.5%（前

值 14.8%），虽然增速较 3 月下降 6.3 个百分点，但较今年 1-2 月的负增长，仍呈现

增长态势，且超出市场预期。 

2 事件点评 

1.1 从国别看，新兴市场经济体维持增长，发达经济体有所回暖 

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中，俄罗斯较为亮眼，东盟国家下滑明显。4月我国对俄

罗斯出口继续延续高增，同比增长 153.1%，较前值上升 16.7个百分点；对南非出口

同比增长 45.8%，较前值上升 34.3个百分点；对东盟国家出口同比增长 4.5%，较前

值下降 30.9个百分点；对印度出口同比增长 6.1%，较前值下降 9.2个百分点；对巴

西出口同比增长 10.6%，较前值下降 5.4个百分点。 

对主要发达经济体出口有所回暖。4 月我国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 6.5%，较前值

跌幅收窄 1.2 个百分点；对欧盟出口同比增长 3.9%，较前值上升 0.5 个百分点；对

日本出口同比增长 11.5%，较前值上升 16.3 个百分点、由负转正，当然对日本出口

的高增与去年同期低基数有一定关系。 

 

图表 1：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金额同比（%） 
 

图表 2：对发达经济体出口金额同比（%）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1.2 从产品看，汽车、机械设备出口表现亮眼 

通用机械设备、汽车（含地盘）以及汽车零配件表现亮眼。4月通用机械设备出

口同比增长 20.5%，较前值上升 7.44个百分点；汽车（含底盘）出口同比增长 195.7%，

较前值上升 71.94 个百分点；汽车零配件出口同比增长 30%，较前值上升 4.69 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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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 

4 月，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经历 3月的高增后有所回落，但普遍仍高于 1-

2 月水平。例如：服装从 3 月同比的 32.3%下降至 13.98%，但仍超 2 月近 36 个百分

点；纺织品较 3月下降 5.6%，但仍高于 2月 18%。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同比增速连续 5个月稳步提高，延

续上年年底以来的好转态势。其他的主要出口产品中，农产品、塑料制品和钢材则成

为了拖累项。 

 

图表 3：主要产品出口金融同比（%）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1.3 外需仍有一定韧性推动了出口继续增长 

4 月发达经济体 PMI 走强或反映外需仍有一定韧性。4 月制造业 PMI 方面，美

国录得 50.2，相较 3月上升 1个百分点，欧元区录得 45.8，相较 3月下降 1.5个百

分点，日本录得 49.5，相较 3 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4 月服务业 PMI 方面，美国录

得 53.6，相较 3月上升 1个百分点，欧元区录得 56.2，相较 3月上升 1.2个百分点，

日本录得 55.4，相较 3月上升 0.4个百分点。 

4月新兴市场经济体 PMI整体依然向上，推动我国对相应国家出口的继续增长。

虽然个别国家，例如越南受到反腐的影响，PMI反映出的经济景气度有所走弱，但整

体新兴市场经济体 PMI 呈现向上的走势，反映出其经济增长向好。其中，泰国上涨

幅度最大，马来西亚和南亚最差也是与 2月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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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主要发达经济体制造业 PMI 
 

图表 5：主要发达经济体服务业 PMI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 6：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 PMI 

 

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1.4 “稳外贸”政策对重点产品出口有支撑 

“稳外贸”政策对汽车、机械设备等重点产品出口有一定支撑。4月份，国务院

发布《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意见》，其中提出强化贸易促进拓展市场、稳定

和扩大重点产品进出口规模、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等五方面共 18 条意见。其中，

《意见》明确提出培育汽车、机械设备出口优势。 

一是培育汽车出口优势。要求各地方、商协会组织汽车企业与航运企业进行直客

对接，引导汽车企业与航运企业签订中长期协议。鼓励中资银行及其境外机构在依法

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为汽车企业在海外提供金融支持。 

二是提升大型成套设备企业的国际合作水平。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更好

服务大型成套设备项目。金融机构在加强风险防控基础上，统筹考虑项目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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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大型成套设备项目合理资金需求。 

4 月出口数据中，汽车、机械设备同比上升已经反映出“稳外贸”政策产生了一

定的效果。 

1.5 未来出口或好于去年预期，但难以持续高增长 

从 4月出口数据表现来看，有一些支持出口增长的中长期因素，但也存在利空的

外部环境，总体我们判断未来出口或好于去年预期，但难以持续高增长。 

支持出口增长的因素包括：1、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有所好转、甚至一些

发达经济体的 PMI 也有改善；2、“一带一路”及“稳外贸”等有利出口的政策因素；

3、中非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加深；4、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加速俄罗斯转向对中国的进

口贸易。 

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包括：1、美欧央行继续加息，可能带来发达经济体

的衰退风险；2、发达经济体的逆全球化思潮对出口造成不利影响。 

3 风险提示 

外需改善不及预期，欧美加息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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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10-82833337                                                   电话：021-38991500 

传真：0510-82833217                                                   传真：021-38571373 

北京：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208号中粮置地广场 4层                  深圳：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9 号新世界中心 29 层 

电话：010-64285217                                                    电话：0755-82775695 

传真：010-64285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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