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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结构：“东升西落”格局延续，但出口东盟份额连跌 3 月。新兴市场国家继续支撑

中国外需，东盟继续位居我国第一大出口贸易伙伴。以出口份额为例，新兴市场国家和

地区在我国的外贸结构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东盟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其出口份额由 2005 年的 7%攀升至 9 月份的 15.41%；对俄罗斯的出口份额近几月快速

攀升，由去年 7 月份的 1.7%左右快速上升至 9 月份的 3.23%。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中

国的外贸结构份额不断弱化，出口日本的份额由 2005年的11%下行至 9月份的的 4.7%；

出口美国的份额由 2005 年的约 22%下行至 9 月份的 14.77%；出口欧盟份额也由 2005

年左右的约 20%下行至 9 月份的 15.16%。对发达国家出口的权重逐渐减小，对新兴市

场国家出口明显增多在一定程度支撑中国外需韧性。 

出口商品结构：主要分项出口环比均有所改善，劳动密集型产品 9 月出口环比改善，制

造业、汽车、机电出口持续处于高位，电子类产品出口环比同样有所改善，地产后周期

产品出口表现稍强。 

进口商品结构：农产品和大宗商品进口持续较强。大宗商品进口相对较强，前 9 月，主

要大宗商品累计进口量同比增速均录得正值；电子类产品进口相对疲软，并未明显改善。

农产品进口数量增幅较大，食用植物油（93.9%）、大豆（14.4%）累计进口数量同比增

幅超过 10%；机电类产品进口有所分化，飞机进口数量同比大增超 55.6%，汽车、机床

进口则相对疲软。 

出口预期：东盟主要国家进出口的疲软、美国紧信用对消费的约束、逆全球化仍是未来

出口压力。整体来看东盟 6 国月度进出口数据相对疲软，8 月份东盟六国进口金额同比

增速均为负值（且上述 6 个国家连续 3 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为负值），未来能否对中国

出口继续形成持续支撑需要持续观察。美国消费预期层面，仍需谨防美国紧信用对消费

的下拉作用，美国消费信贷同比增不断下行、居民对未来一年财务预期不断弱化均对未

来美国消费端产生压制。逆全球化也对未来月份中国的出口持续产生压制，中美以及中

欧经贸往来颇具韧性，但是非经济因素对中美以及中欧的双边贸易产生不利影响，中美、

中欧“脱钩”现象在贸易层面逐步体现。美国进口中国金额占其国内进口份额的比重不

断降低，由 2021 年 3 月份的约 16.4%降至最新月份的 11.51%，欧盟进口中国金额占其

进口份额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已经由 2021 年的最高约 23%下行至最新月份的 20.7%。

欧美对于中国的进口替代也对未来月份中国的出口持续产生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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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端：出口端环比改善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 30.8 万亿元，同比微降 0.2%。其中，出口

1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0.6%，进口 13.2 万亿元，同比下降 1.2%。从季度看，进出口逐渐

抬升，一二三季度进出口分别为 9.72 万亿元、10.29 万亿元、10.79 万亿元。从月度看，

9 月当月进出口 3.74 万亿元，环比连续 2 个月增长，规模创年内单月新高。 

以美元计价，中国 9 月进口同比下降 6.2%，出口同比下降 6.2%，贸易顺差 777.1 亿美元。

以人民币计价，中国 9 月进口同比下降 0.8%，出口同比下降 0.6%，贸易顺差 5587.4 亿

元。 

图1： 出口同比丨单位：%  图2： 进口同比丨单位：%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3： 出口同比丨单位：%  图4： 进口同比丨单位：%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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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进出口差额当月值丨单位：亿美元  图6： 进出口差额累计值丨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贸易结构：“东升西落”格局延续，但出口东盟份额连

跌 3 月 

对发达国家出口疲软。对美国出口持续疲软，9 月份出口美国同比增速为-9.34%，连续

14 个月为负值，前 9 个月出口美国累计同比增速为-16.4%。9 月份出口欧盟同比增速为

-11.61%，前 9 月出口欧盟累计同比增速为-10.6%，9 月份出口韩国同比增速为-7.03%，

9 月份出口日本同比增速为-6.45%。 

新兴市场国家继续支撑中国外需，东盟继续位居我国第一大出口贸易伙伴。以出口份额

为例，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在我国的外贸结构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东盟已经成为

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其出口份额由 2005 年的 7%攀升至 9 月份的 15.41%；对俄罗斯的

出口份额近几月快速攀升，由去年 7 月份的 1.7%左右快速上升至 9 月份的 3.23%。主要

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中国的外贸结构份额不断弱化，出口日本的份额由 2005 年的 11%下

行至 9 月份的的 4.7%；出口美国的份额由 2005 年的约 22%下行至 9 月份的 14.77%；出

口欧盟份额也由 2005 年左右的约 20%下行至 9 月份的 15.16%。对发达国家出口的权重

逐渐减小，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明显增多在一定程度支撑中国外需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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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出口相关国家和地区份额占比丨单位：%  图8： 出口相关国家和地区份额占比丨单位：%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9： 出口相关国家和地区份额占比丨单位：%  图10： 中国出口东盟累计金额丨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11： 出口欧美金额累计同比丨单位：%  图12： 出口俄罗斯、东盟金额累计同比丨单位：%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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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对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出口 

  
  

当月出口量(百万美

元） 

当月出口同比

（%） 

累计出口同比

（%） 

对应出口份

额 

出口份额环比

变动 

发达国家和地

区 

美国 46020  -9.34  -16.4 14.77% 0.08% 

欧盟 41512  -11.61  -10.6 15.16% -0.17% 

日本 14266  -6.45  -8.3 4.70% 0.01% 

加拿

大 
3943  -9.33  -18.6 1.34% 0.00% 

韩国 12611  -7.03  -7.5 4.44% -0.03% 

新兴市场国家

出口 

东盟 43996  -15.82  -4.8 15.41% -0.10% 

印度 11331  2.14  -0.9 3.49% 0.04% 

巴西 5113  -11.72  -8 1.75% 0.00% 

俄罗

斯 
9646  20.58  56.9 3.23% 0.00% 

南非 2031  -14.52  2.8 0.73% -0.01% 

月度出口总量 总值 299130  -7.32  -5.7     

资料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出口商品结构：主要分项出口环比均有所改善 

劳动密集型产品 9 月出口环比改善，箱包及类似容器出口累计同比增速连续两月增加，

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服装及衣着附件、鞋靴以及玩具 9 月份出口累计同比增速较

8 月份均有所改善。制造业、汽车、机电出口持续处于高位，船舶、汽车出口数量累计

同比增速继续处于高位，前 9 月国内汽车出口量累计同比增速超 64%，船舶出口累计同

比增速超 16%。电子类产品出口环比同样有所改善，虽然手机、集成电路、液晶显示板

等出口累计同比仍为负值，但是 9 月份累计同比增速较 8 月份均有所改善。地产后周期

产品出口表现稍强，陶瓷、家用电器累计出口量累计同比增速不断扩大。金属制品中，

钢材累计出口累计同比仍然处于高位，未锻轧铝及铝材出口仍然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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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主要商品出口数量累计同比(%)（部分未能以数量表示的商品以金额展示） 

出口商品数量累计同比 2023-09 2023-08 2023-07 2023-06 2023-05 2023-04 

农产品 

农产品（*） 0.4 0.2 0.6 1.7 3.3 6.4 

水产品 -2 -2.6 -2.5 -1.6 -0.5 1.3 

粮食 -23 -27.8 -28.6 -31.3 -30.1 -40.2 

肥料 31.6 34.1 36.6 35.1 31.3 25.1 

劳动密集型 

塑料制品（*） -4.8 -5.1 -5.1 -3.6 1.1 4.4 

箱包及类似容器 13.1 12.8 12.1 13.9 17.2 18.1 

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 -10.3 -11.2 -11.9 -10.9 -9.4 -8 

服装及衣着附件（*） -8.8 -8.9 -8.3 -5.9 -1.1 2.5 

鞋靴 -3.1 -4.3 -4.7 -3.5 -0.8 -0.9 

玩具（*） -12.9 -13.3 -13.7 -11.2 -3.3 3.1 

制造业+机电 

船舶 16.2 15.9 16.4 21.1 33 61.7 

通用机械设备（*） 1.4 1.7 2.1 4.6 7 6.8 

机电产品（*） -3.2 -3 -2.3 -0.8 1.6 2.4 

汽车 汽车(包括底盘) 64.4 69 74.1 77.1 80 76.5 

电子 

手机 -8.5 -10.9 -11.8 -13.5 -13.7 -13.2 

音视频设备及其零件（*） -5.7 -6.5 -6.7 -5.1 -2.1 0.1 

集成电路 -5.1 -6.2 -8.3 -10 -11.7 -11.7 

液晶平板显示模组 1.1 1.1 -0.4 -2.1 -3.6 -4.7 

地产后周期 

陶瓷产品 4.2 2.3 1.2 2.1 3.2 5.8 

家用电器 7 4.9 1.9 1.4 0.6 -1.4 

家具及其零件（*） -9 -9.9 -10.5 -10 -6.9 -4.8 

贱金属 
钢材 31.8 28.4 27.9 31.3 40.9 55 

未锻轧铝及铝材 -18 -19.4 -20.7 -20 -20.2 -17.3 

其他 

中药材及中式成药 -0.6 -0.8 0.2 0.6 1.8 10.6 

稀土 6.6 8.6 6 0 -4.4 -4.1 

成品油 35.2 42.6 46.2 44.7 45.4 44.3 

高新技术产品（*） -13.7 -14.6 -14.7 -14.1 -13.4 -13.4 

医疗仪器及器械（*） -3.8 -5.1 -4.8 -3.6 -1.8 -1.4 

 

注：*代表出口金额的累计同比变动 

资料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宏观专题报告丨 2023/10/13 

 

8 / 13 

 

进口商品结构：农产品和大宗商品进口持续较强 

大宗商品进口相对较强，前 9 月，主要大宗商品累计进口量同比增速均录得正值，其中

天然及合成橡胶(13.4%)、原油（14.6%）、煤及褐煤（73.1%）、成品油（97.9%）累计进口

量同比增速增幅较大。电子类产品进口相对疲软，集成电路（-14.6%）、二极管及类似半

导体器件（-29.5%）未有明显改善。农产品进口数量增幅较大，食用植物油（93.9%）、大

豆（14.4%）累计进口数量同比增幅超过 10%。机电类产品进口有所分化，飞机进口数量

同比大增超 55.6%，汽车、机床进口则相对疲软。 

表3： 全国进口重点商品数量累计同比(%)（部分未能以数量表示的商品以金额展示） 

进口商品数量累计同比 2023-09 2023-08 2023-07 2023-06 2023-05 2023-04 

农产品 

农产品(*) 1.8  3.9  5.4  8.3  9.1  11.2  

粮食 5.5  6.8  5.3  4.5  2.5  0.5  

肉类(包括杂碎) 5.6  7.5  9.5  10.2  10.2  12.7  

干鲜瓜果及坚果 1.4  -0.9  -2.3  -3.6  -5.3  -4.5  

大豆 14.4  17.9  15.0  13.6  11.2  6.8  

食用植物油 93.9  114.4  119.0  139.0  129.5  136.5  

大宗商品 

铁矿砂及其精矿 6.7  7.4  6.9  7.7  7.7  8.6  

铜矿砂及其精矿 7.8  9.0  7.4  7.9  8.8  6.7  

煤及褐煤 73.1  82.0  88.6  93.0  89.6  88.8  

原油 14.6  14.7  12.4  11.7  6.2  4.6  

成品油 97.9  100.1  101.9  90.6  78.8  68.6  

天然气 8.2  9.4  7.6  5.8  3.3  -0.3  

初级形状的塑料 -3.8  -3.9  -5.1  -5.8  -6.8  -7.6  

天然及合成橡胶(包括胶乳) 13.4  15.8  16.7  18.0  18.0  15.2  

钢材 -31.7  -32.1  -32.6  -35.2  -37.1  -40.1  

未锻轧铜及铜材 -9.5  -10.0  -10.7  -12.0  -11.0  -12.6  

机电类 

机电产品(*) -14.9  -15.8  -16.5  -17.5  -19.2  -20.6  

机床 -23.5  -21.4  -17.6  -15.4  -11.4  -4.4  

汽车(包括底盘) -16.9  -17.7  -20.1  -22.4  -26.9  -28.9  

空载重量超过 2 吨的飞机 55.6  74.6  111.3  140.0  127.8  112.5  

医疗仪器及器械(*) -4.7  -4.9  -4.2  -4.5  -1.4  -0.8  

电子类产品 

集成电路 -14.6  -15.1  -16.8  -18.5  -19.6  -21.1  

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 -29.5  -31.7  -26.5  -34.4  -36.1  -38.9  

高新技术产品(*) -14.8  -15.6  -16.2  -17.0  -18.3  -19.3  

其他 

医药材及药品 31.5  32.2  32.8  36.2  39.6  36.1  

原木及锯材 -5.8  -4.9  -2.8  -1.7  -1.5  -1.9  

纸浆 21.7  20.6  19.7  18.9  17.1  13.8  

肥料 32.1  28.9  34.6  31.7  22.5  19.3  

 

资料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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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预期：东盟主要国家进出口的疲软、美国紧信用对

消费的约束、逆全球化仍是未来出口压力 

东盟六国月度进口相对疲软，中国出口东盟的持续性仍需持续观察。9 月份出口东盟 440

亿美元，连续两个月环比小幅上行。本文对东盟 6 国月度进出口数据进行追踪，目前整

体来看东盟 6 国月度进出口数据相对疲软，8 月份东盟六国进口金额同比增速均为负值

（且上述 6 个国家连续 3 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为负值），未来能否对中国出口继续形成

持续支撑需要持续观察，东盟目前是我国第一大出口贸易伙伴，若进口韧性趋弱，会对

中国出口产生不利影响。 

图13： 出口东盟金额丨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表4： 东盟 6 国出口金额同比(%) 

  2023 年 9 月 2023 年 8 月 2023 年 7 月 2023 年 6 月 2023 年 5 月 2023 年 4 月 2023 年 3 月 

越南 4.91  -3.03  -2.12  -10.25  -4.69  -17.19  -13.19  

马来西亚  -18.63  -13.04  -14.09  -0.90  -17.48  -1.38  

新加坡  2.57  -6.23  -6.39  -4.64  -7.71  -4.24  

印尼  -21.02  -18.39  -21.22  0.92  -29.42  -11.63  

菲律宾  4.20  -0.90  0.90  2.40  -20.20  -9.10  

泰国  2.57  -6.23  -6.39  -4.64  -7.71  -4.24  

 

资料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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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东盟 6 国进口金额同比(%) 

  2023 年 9 月 2023 年 8 月 2023 年 7 月 2023 年 6 月 2023 年 5 月 2023 年 4 月 2023 年 3 月 

越南 1.11  -7.78  -9.15  -17.49  -16.76  -19.13  -11.48  

马来西亚  -21.24  -16.06  -18.74  -3.69  -11.09  -2.15  

新加坡  -12.76  -11.05  -10.26  -3.16  -7.24  -7.00  

印尼  -14.77  -8.31  -18.35  14.35  -22.32  -6.26  

菲律宾  -13.10  -15.20  -15.00  -8.10  -15.00  -1.20  

泰国 #N/A -12.76  -11.05  -10.26  -3.16  -7.24  -7.00  

 

资料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下半年仍需警惕高利率维持叠加紧信用对于美国消费产生的不利影响。美国区域性银行

的动荡导致全美银行收紧了对家庭和企业的贷款标准，美联储发布的高级贷款专员意见

调查报告对此印证，银行对商业和制造业企业的贷款以及许多家庭的贷款（如按揭贷款、

信用卡等）的审批要求变得更加严格，美国银行收紧信用卡贷款条件的比例从去年年底

的 18.8%快速攀升至目前的 30.4%;下调信用卡额度的限额的比例从去年年底的 8.7%快速

攀升至目前的 21.3%。 

美国持续的高利率叠加美国银行业收紧信贷意愿，美国所有商业银行消费贷款同比增速

2022 年 10 月份至今不断下行，目前同比增速已经降至约 5.4%；美国居民对未来收入同

样不乐观，美国密歇根大学统计的居民对未来一年财务预期为好转的比例持续下行，6

月份最新数据为 32%，接近近十年最低比例。上述因素均为美国未来消费产生扰动。 

  

 

图14： 美国消费信贷同比丨单位：%  图15： 美国消费贷款撇账率丨单位：% 

 

 

 

数据来源：Wind Clarksons Bloomberg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Clarksons Bloomberg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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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美国居民对未来一年财务预期丨单位：%  图17： 美国高级贷款官员调查报告丨单位：% 

 

 

 

数据来源：Wind Clarksons Bloomberg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Clarksons Bloomberg 华泰期货研究院 

逆全球化也对未来月份中国的出口持续产生压制。中美以及中欧经贸往来颇具韧性，但

是非经济因素对中美以及中欧的双边贸易产生不利影响，中美、中欧“脱钩”现象在贸易

层面逐步体现。美国进口中国金额占其国内进口份额的比重不断降低，由 2021 年 3 月

份的约 16.4%降至最新月份的 11.51%，份额比重不断刷新阶段新低，美国自加拿大以及

墨西哥的进口份额则不断攀升，目前从上述两国的进口份额已经升至 23%，刷新阶段新

高。欧盟进口中国金额占其进口份额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已经由 2021 年的最高约 23%

下行至最新月份的 20.7%。欧美对于中国的进口替代也对未来月份中国的出口持续产生

压制。 

图18： 月度出口欧盟金额丨单位：百万美元  图19： 月度出口美国金额丨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Bloomberg 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Bloomberg 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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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美国月度进口数据中国占比变化（过去 12M 求

和）丨单位：% 

 图21： 欧盟进口数据中国占比（过去 12M 求和）丨单

位：% 

 

 

 

数据来源：Bloomberg 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Bloomberg 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8%

10%

12%

14%

16%

18%

20%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000/02 2004/02 2008/02 2012/02 2016/02 2020/02

美国进口墨西哥+加拿大份额

美国自中国进口份额（右）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
0
1

0
/0

1

2
0
1

0
/0

9

2
0
1

1
/0

5

2
0
1

2
/0

1

2
0
1

2
/0

9

2
0
1

3
/0

5

2
0
1

4
/0

1

2
0
1

4
/0

9

2
0
1

5
/0

5

2
0
1

6
/0

1

2
0
1

6
/0

9

2
0
1

7
/0

5

2
0
1

8
/0

1

2
0
1

8
/0

9

2
0
1

9
/0

5

2
0
2

0
/0

1

2
0
2

0
/0

9

2
0
2

1
/0

5

2
0
2

2
/0

1

2
0
2

2
/0

9

2
0
2

3
/0

5

欧盟进口中国份额



宏观专题报告丨 2023/10/13 

 

13 / 13 

 

免责声明 

本报告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的信息编制，但本公司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

告所载的意见、结论及预测仅反映报告发布当日的观点和判断。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能会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

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

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 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本公司力求报告内容客观、公正，但本报告所载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投资者并不能依靠本报告以取代

行使独立判断。对投资者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作者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翻版、复制、发表、引用或再次分发

他人等任何形式侵犯本公司版权。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

“华泰期货研究院”，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本公司保留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所

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本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版权所有并保留一切权利。 

公司总部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1 号之一 2101-2106 单元丨邮编：510000 

电话：400-6280-888 

网址：www.htf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