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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动态报告 2023 年 07 月 13 日 

 

 宏观点评报告模板 

出口承压回落，进口低位平稳 

 
——2023 年中进出口数据分析与展望 

核心内容：  分析师 

7 月 13 日海关总署公布上半年进出口数据：2023 年上半年进出口总额

29182 亿美元，同比增速-4.7%。其中，出口 16634 亿美元，增速-3.2%；

进口 12547 亿美元，增速-6.7%；顺差 4087 亿元。6 月份进出口总额 5000

亿元，同比增速-10.1%，其中出口 2853 亿美元，同比增速-12.4%，进口

2147 亿美元，同比增速-6.8%。 

1.上半年出口增速先高后低，二季度承压回落。上半年得益于订单激增、

出口新品类等利好因素，开年我国出口向好超出预期，进入 5 月份，随

着订单积压效应、海外需求等走弱，出口增速承压回落。6 月当月出口同

比下降 12.4%（前值-7.5%），继 3、4 月份出口高增之后回落趋势明显。

基数效应上，去年同期同比增速 17.02%，处于本轮出口下行周期前高位。

外需方面，海外 PMI 指数持续低迷，中国新出口订单指数连续四个月下

行。贸易方式上，一般贸易出口同比-13.6%（前值-9.1%），增速延续下行

对整体出口增速拖累较大。 

2.进口低位平稳，国内需求不振使得进口起色不大。进入二季度我国经济

复苏动能偏弱，企业仍处于去库存阶段，这进一步制约了国内需求的修

复。6 月进口同比下降 6.8%，增速降幅有所下行。其中铜矿、铜材进口

量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 7.9%和-12%，成为拖累进口增速的最大因素。原

油进口量累计同比上行至 11.7%，大豆进口量累计同比反弹至 13.6%，对

进口金额形成一定支撑。需要注意，进入二季度中国进口价格同比已经

转负，这也是导致进口持续低迷的原因之一。 

3.东盟和金砖国家是今年以来中国出口的主要支撑。中国对东盟、欧盟和

美国的出口占比分别由 2020 年的 14.8%、15.1%和 17.4%调整为 2023 年

上半年的 15.8%、15.5%和 14.4%。2023 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对中国香港、

日本、韩国的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分别为 7.6%、4.8%、4.6%，总体规

模与美国、欧盟、东盟接近。从趋势看，中国香港、日本的重要性都有

明显下降，韩国相对稳定。中国对印度出口占中国出口额比重从 2020 年

的 2.6%升至 2023 年上半年的 3.4%，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

在 2022 年之前稳定在 2.0%左右，而 2023 年上半年快速升至 3.1%。 

4.俄罗斯持续高增长但欧美越韩增速下滑显著。6 月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同

比增速达 90.9%，连续四个月延续高增长态势，原因在于国际制裁加剧背

景下俄罗斯将从欧洲等地的商品进口转向我国。对欧盟和美出口分别为

-12.9%和-23.7%，分别比上个月下行 5.9 和 5.5 个百分点，主要受到欧美

高利率对国内总需求有较强抑制效应等拖累。对越南出口增速为-16.3%

（前值-23.4%），对韩国出口增速下滑至-19.8%（前值-20.3%），对越南、

韩国出口增速显著下滑反映全球贸易周期仍在磨底。 

5. 2022 年中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略有回落，主要是让给能源出口国、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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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自贸区（也是主要商品出口国）、印度与新加坡等。原因包括国内受到

疫情反复对生产和运输的影响，海外因素包括一是能源价格高位运行，

推动商品出口国的出口份额明显提升；二是美国持续驱动制造业回迁美

加墨自贸区；三是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等对中国形成产业竞争。2023 年

一季度，中国出口占全球比重为 14.02%，较去年同期上升 0.28 个百分点，

预计在全球能源价格回落的影响下，今年全年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有望

稳定在 14.5%左右。 

6.从出口主要商品来看，机电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出口增长拖累加剧。6

月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增速分别为-9.0%、-15.2%

和-16.8%。手机（-23.3%）与集成电路（-19.4%）出口增速延续低位，反

映当前全球电子消费需求疲弱，汽车（110%）和汽车配件（5.1%）出口

增速维持韧性，对机电出口形成支撑；玩具、鞋靴、家具、纺织、服装、

塑料等商品均为两位数以上的负增长，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形成

较大拖累，表明全球需求下行尚未出现拐点。 

7.中国出口呈现明显的基钦周期特征。本轮上行始于 2020Q3，2020 年下

半年至 2021 年中国实现 30%以上的高速增长，2022 年上半年也保持在

15%以上，出口景气持续期共 8 个季度。本轮下行的触发因素是美联储、

欧央行于 2022 年 3 月、7 月开始激进加息，中国出口在 2022 年 7 月之后

快速下行。随着今年下半年美联储和欧央行相继停止加息，预计 2023 年

末至 2024 年初美欧经济将迎来底部，因此预计 2023Q4 中国出口增速将

逐渐见底，本轮下行期持续期约 5 个季度。 

8.出口见底前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将承压。进口额占名义 GDP 的 18%，出

口额占名义 GDP 的 21%。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速转负，叠加 PPI 持续下行，

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压力较大。此时恢复和扩大内需将成为首要任务，驱

动力主要是三季度组合政策出台，四季度出口接近底部，同期库存周期

逐渐见底，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有望见底回升。 

9.出口年底有望见底，进口弱势低增长。展望下半年，当前全球主要经济

体制造业 PMI 普遍延续下行态势，叠加去年 7 月份出口高基数影响，预

计 7 月出口同比增速读数仍处低位，此后随着高基数效应减弱、美欧停

止加息，出口增速降幅有望逐步收窄，并将在 4 季度迎来底部，全年增

速预计在-3%左右。进口方面受到国内需求的影响，二季度以来我国生产

复苏动能边际减弱，随着 6 月政策性降息落地，政策面研究强调推出经

济持续回升向好的一批政策措施，三季度起国内经济复苏动能有望转强，

有利于进出需求的边际修复。但是进口总体仍然弱势，预计年内在-5%左

右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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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口承压回落，进口低位平稳 

上半年出口增速先高后低，二季度承压回落：上半年得益于订单激增、出口新品类等利

好因素，开年我国出口向好超出预期，进入 5 月份，随着订单积压效应、海外需求等走弱，出

口增速承压回落。6 月当月商品出口 2853 亿美元，同比下降 12.4%（前值-7.5%），继 3、4 月

份出口高增之后回落趋势明显。基数效应上，去年同期同比增速 17.02%，处于本轮出口下行

周期前高位。外需方面，海外 PMI 指数持续低迷，6 月美国、欧元区制造业 Markit PMI 分别

下探至 46.3%、43.4%，中国新出口订单指数连续四个月下行，6 月下探至 46.4%。贸易方式上，

6 月一般贸易出口 1880 亿美元，同比-13.6%（前值-9.1%），增速延续下行对整体出口增速拖

累较大；进料加工贸易出口 509.4 亿美元，同比-19.6%；海关特殊监管区物流货物出口 201 亿

美元，同比-2.44%。 

进口低位平稳，国内需求不振使得进口起色不大：进入二季度我国经济复苏动能偏弱，

企业仍处于去库存阶段，这进一步制约了国内需求的修复。6 月商品进口 2147 亿美元，同比

下降 6.8%，增速降幅有所下行。其中铜矿、铜材进口量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 7.9%和-12%，两

者价格均回落超 10 个百分点，成为拖累进口增速的最大因素。原油进口量累计同比上行至

11.7%，大豆进口量累计同比反弹至 13.6%，对进口金额形成一定支撑。需要注意，进入二季

度中国进口价格同比已经转负，这也是导致进口持续低迷的原因之一。 

 

图 1：出口承压回落，进口弱势平稳 图 2：一般贸易出口同比增速延续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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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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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口国别结构：东盟和金砖国家是今年以来中国出口的主要支撑 

出口目的地相对重要性：中国对东盟出口占中国出口额的比重从 2020 年的 14.8%升至

2022 年的 15.8%，2023 年上半年出口份额占比与去年末持平。中国对欧盟出口占中国出口额

的比重自 2020 年以来一直稳定在 15.5%左右。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额的比重从 2020 年的

17.4%降至 2022 年的 16.2%，2023 年上半年进一步降至 14.4%。2023 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对

中国香港、日本、韩国的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分别为 7.6%、4.8%、4.6%，总体规模与美国、

欧盟、东盟接近。从趋势看，中国香港、日本的重要性都有明显下降，韩国相对稳定。中国对

印度出口占中国出口额比重从 2020 年的 2.6%升至 2022 年的 3.3%，2023 年上半年进一步升至

3.4%。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在 2022 年之前稳定在 2.0%左右，而 2023 年上半年

快速升至 3.1%。 

图 5：中国大陆对前十大出口目的地的比重与增速 

出口指标 年度 东盟 欧盟 美国 中国香港 日本 韩国 印度 中国台湾 俄罗斯 巴西 其他国家和地区

2023 15.8 15.5 14.4 7.6 4.8 4.6 3.4 1.9 3.1 1.7 27.2

2022 15.8 15.6 16.2 8.3 4.8 4.5 3.3 2.3 2.1 1.7 25.3

2021 14.4 15.4 17.2 10.4 4.9 4.4 2.9 2.3 2.0 1.6 24.3

2020 14.8 15.1 17.4 10.5 5.5 4.3 2.6 2.3 2.0 1.3 24.1

2023 0.0 -7.0 -18.2 -11.9 -5.0 -6.1 -1.7 -24.6 76.9 -2.1 6.4

2022 17.3 8.4 1.0 -15.1 4.3 9.2 21.5 4.1 12.7 15.6 11.3

2021 26.1 32.6 27.5 28.6 16.3 32.3 46.1 30.3 33.6 53.4 31.0

2020 6.8 -8.8 7.9 -2.3 -0.4 1.4 -10.8 9.2 1.7 -1.7 14.5

占总体比重

（美元计价：%）

累计同比

（美元计价：%）

 

资料来源：同花顺，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出口分国别（美元计价当月同比）增速：6 月，中国对东盟出口同比-16.9%（前值-15.9%），

对欧盟出口同比-12.9%（前值-7%），对美国出口同比-23.7%（前值-18.2%），对中国香港出口

同比-20.6%（前值-14.9%），对日本出口同比-15.6%（前值-13.3%），对韩国出口同比-19.8%（前

值-20.3%），对印度出口同比-13.6%（前值-4.1%），对主要出口国/地区出口增速全面回落。 

图 3：单月出口金额（亿美元） 图 4：单月进口金额（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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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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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持续高增长但欧美越韩增速下滑显著。6 月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同比增速达 90.9%，

连续四个月延续高增长态势，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制裁加剧背景下俄罗斯将从欧洲等地的商品进

口转向我国。6 月份对欧盟和美出口分别为-12.9%和-23.7%，分别比上个月下行 5.9 和 5.5 个

百分点，主要受到欧美高利率对国内总需求有较强抑制效应等拖累。6 月中国对越南出口增速

为-16.3%（前值-23.4%），对越南出口约占对东盟整体出口比重的 25%，对越出口降速拖累对

东盟出口增速下滑至-16.9%，增速持续下行。对韩国出口增速下滑至-19.8%（前值-20.3%）。

对越南、韩国出口增速显著下滑反映全球贸易周期仍在磨底，其中越南出口增速已连续 4 个月

负增长，韩国自 2022 年 10 月以来出口增速持续为负。 

图 8：全球主要经济体制造业 PMI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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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6 46.3 46.0 43.4 46.0 40.6 46.5 49.8 47.8 50.5 49.0 46.2 57.8 46.6 52.6 50.9

2023-05 48.4 46.9 44.8 45.7 43.2 47.1 50.6 48.4 50.9 48.8 45.3 58.7 47.1 53.5 50.5

2023-04 50.2 47.1 45.8 45.6 44.5 47.8 49.5 48.1 49.5 49.2 46.7 57.2 44.3 52.6 51.1

2023-03 49.2 46.3 47.3 47.3 44.7 47.9 49.2 47.6 50.0 51.9 47.7 56.4 47.0 53.2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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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同花顺，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图 6：对美国、欧盟、东盟出口增速（美元当月同比%） 图 7：对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出口增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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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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的变化 

2015 至 2019 年中国出口占全球比重基本稳定在 13.0 %左右。2020 年与 2021 年，由于中

国在全球新冠疫情中率先实现了产业链的稳定，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分别上升至 14.7%和

15.0%。2022 年，中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下降 0.6 个百分点，主要是让给能源出口国、北美自

贸区（也是主要商品出口国）、印度与新加坡等。原因包括国内受到疫情反复对生产和运输的

影响，海外因素包括一是能源价格高位运行，推动商品出口国的出口份额明显提升；二是美国

持续驱动制造业回迁美加墨自贸区；三是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等对中国形成产业竞争。 

截止 2023 年一季度，中国出口占全球比重为 14.02%，较去年同期上升 0.28 个百分点，

预计在全球能源价格回落的影响下，今年全年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有望稳定在 14.5%左右。 

图 9：主要经济体出口占全球份额 

区域 
出口占全球比重 份额同期变化 

区域 
出口占全球比重 份额同期变化 

2021 2022 2023Q1 百分点数 2021 2022 2023Q1 百分点数 

亚洲 38.0% 36.6% 35.6% -1.11 欧洲 35.8% 34.9% 34.9% 1.63 

——中国内地 15.0% 14.4% 14.02% 0.28 ——比利时 3.76% 3.88% 4.19% 0.34 

——印度 1.77% 1.82% 1.96% -0.01 ——德国 7.33% 6.65% 7.40% 0.32 

——新加坡 2.05% 2.07% 2.04% -0.08 ——意大利 2.76% 2.64% 2.92% 0.18 

——越南 1.50% 1.49% 1.35% -0.16 ——西班牙 1.70% 1.68% 1.93% 0.18 

——日本 3.38% 3.00% 2.96% -0.21 ——法国 2.62% 2.48% 2.81% 0.16 

——韩国 2.88% 2.74% 2.58% -0.33 ——瑞士 1.70% 1.61% 1.91% 0.15 

——中国香港 3.00% 2.45% 2.22% -0.35 ——英国 2.11% 2.13% 2.13% 0.1 

——中国台湾 2.00% 1.92% 1.67% -0.35 ——荷兰 2.46% 2.54% 2.55% -0.16 

商品出口国 

    

北美 12.3% 13.0% 13.5% 0.87 

——澳大利亚 1.54% 1.66% 1.68% 0.08 ——加拿大 2.27% 2.40% 2.42% 0.02 

——巴西 1.26% 1.34% 1.30% 0.07 ——墨西哥 2.21% 2.32% 2.41% 0.19 

——沙特 1.24% 1.65% 1.53% -0.12 ——美国 7.85% 8.29% 8.68% 0.66 

——俄罗斯 2.21% 2.14% 1.74% -0.86      
 

资料来源：WTO，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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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020 年以来中国出口份额显著提升，2023 年一季度同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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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TO，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四、出口商品结构：机电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出口增长拖累加剧 

出口产品结构上，6 月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增速分别为-9.0%、-15.2%

和-16.8%，前值分别为-2.1%、-12.7%和-13.9%。机电产品出口增速降幅回落近 7 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降幅亦扩大约 3 个百分点。 

从具体品类来看，机电产品中，手机（-23.3%）与集成电路（-19.4%）出口增速延续低位，

反映当前全球电子消费需求疲弱，汽车（110%）和汽车配件（5.1%）出口增速维持韧性，对

机电出口形成支撑；玩具、鞋靴、家具、纺织、服装、塑料等商品均为两位数以上的负增长，

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形成较大拖累，表明全球需求下行尚未出现拐点。 

图 11：机电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出口增长拖累加剧 图 12：机电产品出口（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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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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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出口本轮周期底部预计在 2023Q4，此前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将承压 

中国出口呈现出 3 至 4 年的基钦周期特征。最新一轮上行的触发因素是 2020Q2 美国出台

超常规刺激政策，加之中国快速恢复生产秩序，2020 年下半年至 2021 年中国出口实现了 30%

以上的高速增长，2022 年上半年也保持在 15%以上的较高增速，出口景气持续期共 8 个季度。

最新一轮下行的触发因素是美联储、欧央行等先后于 2022 年 3 月、7 月开始激进加息，中国

出口在 2022 年 7 月之后加速下行。2022 年下半年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回落，随着今年下半

年美联储和欧央行相继停止加息，预计 2023 年末至 2024 年初美欧经济将迎来底部，之后中

国出口将迎来真正的底部。因此预计 2023Q4 中国出口增速将逐渐见底，本轮下行期持续期约

5 个季度，至此本轮出口周期结束，长度共计 13 个季度。 

出口下行的影响主要在工业层面。进口额占名义 GDP 的 18%，出口额占名义 GDP 的 21%，

对中国经济影响显著。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速转负，叠加 PPI 持续下行，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压力

较大。此时恢复和扩大内需将成为首要任务，驱动力主要是三季度组合政策出台，四季度出口

接近底部，同期库存周期逐渐见底，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有望见底回升。 

图 13：中国的出口具有较为明显的基钦周期特征，本轮驱动因素主要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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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六、出口年底有望见底，进口弱势低增长 

整体而言，上半年我国出口呈现一定的韧性。在全球需求景气度疲软的大背景下，我国大力开拓新

兴市场、培育壮大优势产业，上半年出口同比下降 3.2%，出口规模较为稳定。展望下半年，当前全球主

要经济体制造业 PMI普遍延续下行态势，表明短期内外需疲软态势尚未见底，叠加去年 7 月份出口高基

数影响，预计 7 月出口同比增速读数仍处低位，此后随着高基数效应减弱、美欧停止加息，出口增速降

幅有望逐步收窄，并将在 4 季度迎来底部，全年增速预计在-3%左右。 

进口方面受到国内需求的影响，二季度以来我国生产复苏动能边际减弱，随着 6 月政策性降息落地，

政策面研究强调推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一批政策措施，三季度起国内经济复苏动能有望转强，有利于

进出需求的边际修复。但是进口总体仍然弱势，预计年内在-5%左右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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