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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1-2 月进出口数据超预期改善，可能系春节较晚所致。以美元计价，1-2 月

出口总值为 5,280.14 亿美元，同比上升 7.0%；进口总值为为 4,028.51 亿

美元，同比微增 3.5%。以人民币计价，1-2 月出口总值为 37,523.24 亿元，

同比增长 10.2%，；进口总值为 28,614.63 亿元，同比增加 6.7%。2023 年

春节较早，叠加疫情放开早期生产和需求恢复较慢，导致 2023 年同期进出

口数据明显下滑。 

对拉丁美洲和非洲出口显著增长，消费品和机电产品出口均有所改善。1-

2 月，我国对美国、欧盟和东盟出口基本保持稳定，同比增长分别为

2.59%、-2.30%和 0.06%；对拉丁美洲和非洲出口显著增长，同比增长分

别为 19.00%和 15.47%，其中对巴西出口同比大幅增长 33.8%。商品方

面，消费品显著改善，同比涨幅均为两位数；机电产品出口金额为

3,119.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8.5%，为同期次高，仅次于 2022 年，其中

通用机械设备出口 110.26 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 32.0%，创同期新高。 

对荷兰和巴西进口快速增长，电子行业进口有所回暖。1-2 月，我国对主

要区域的进口情况出现分化，对美国、欧盟和日本进口有所下滑，其中，

对荷兰进口在对欧盟进口整体下滑的情况下，逆势增长 22.64%；对东

盟、韩国、俄罗斯、拉丁美洲和非洲进口同比增长，其中，巴西作为中国

拉丁美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比增长 35.40%。商品方面，机电产品和

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景气度回升，同比增长 7.70%和 11.90%，可能系电子

行业有所回暖叠加去年同期低基数所致。 

对 3 月进出口表现的预期不宜过分乐观，全年出口有望逐季改善。1-2 月

进出口数据的超预期改善，更多的是去年同期低基数效应所致，经济复苏

情况仍需进一步观察。全年来看，外需韧性仍在，以巴西为代表的拉丁美

洲与中国贸易持续加深，出口快速增长，有望成为支撑中国出口的新增长

点。 

 

风险提示：海外经济不及预期、“一带一路”推进不及预期、中美摩擦升

级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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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口：显著改善，消费品和机电产品表现亮眼 

1-2 月出口显著改善，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总值创历史新高。以美元计价，1-2 月出

口总值为 5,280.14 亿美元，同比上升 7.0%，仅次于 2022 年，为历史次高；以人民币

计价，1-2 月出口总值为 37,523.24 亿元，同比增长 10.2%，创历史新高。美元兑人民

币汇率仍维持高位，导致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表现继续优于以美元计价的出口表现，若

后续美国开启降息导致汇率下降，可能会使美元计价的出口表现进一步改善。 

图1 1-2 月出口总值（单位：亿美元） 

 

图2 1-2 月出口总值（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iFinD，联储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iFinD，联储证券研究院 

图3 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月）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iFinD，联储证券研究院 

从出口目的地来看，对三大贸易伙伴出口保持稳定，对拉丁美洲和非洲出口显著增

长。1-2 月，我国对美国、欧盟和东盟出口基本保持稳定，同比增长分别为 2.59%、-2.30%

和 0.06%，对欧盟出口略微下滑主要系对荷兰出口同比下滑 21.76%；对日本和韩国出

口的同比跌幅有所扩大，同比增长分别为-10.42%和-11.88%；对印度和俄罗斯出口继续

增长，但基数效应的显现导致同比增长开始放缓，分别录得 10.97%和 11.78%；对拉丁

美洲和非洲出口显著增长，同比增长分别为 19.00%和 15.47%，其中对巴西出口同比大

幅增长 33.8%，主要系近年来拉丁美洲和非洲经济增长的同时与中国贸易合作持续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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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2 月对主要区域出口总值同比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iFinD，联储证券研究院 

图5 1-2 月对荷兰出口总值（亿美元） 

 

图6  1-2 月对巴西出口总值（亿美元） 

  

资料来源：iFinD，联储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iFinD，联储证券研究院 

从商品类别来看，消费品维持改善趋势，大宗商品较上月略微下滑。①海关总署公

布的重点商品中，箱包、服装、鞋靴、家具等消费品显著改善，同比涨幅均为两位数，

其中塑料制品、箱包及类似容器、家具及其零件出口金额均为同期新高，分别为 166.40、

56.87、119.16 亿美元。②大宗商品出口表现有所改善，其中农场品出口 144.42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7%，为同期新高；成品油仍未量价齐跌，主要系去年同期出口大幅上升所致；

钢材仍未量涨价跌，但跌幅有所收窄；未锻轧铝及铝材则从量涨价跌转变为量价齐涨。 

机电产品出口显著改善，除手机景气度下滑外，主要商品出口同比均显著增长。1-

2 月，机电产品出口金额为 3,119.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8.5%，为同期次高，仅次于 2022

年。其中，手机出口景气度继续下滑，同比下降 18.2%；通用机械设备出口 110.26 亿美

元，同比大幅增长 32.0%，创同期新高，可能系国内企业出海战略初见成效所致；船舶

出口订单开始兑现，出口金额同比大幅增长 173.1%；汽车作为我国出口的新动能之一，

继续保持高景气度，但基数效应逐步显现，同比增幅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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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以美元计价的重点商品出口量价同比（%）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iFinD，联储证券研究院 

图8 1-2 月机电产品出口情况（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iFinD，联储证券研究院 

图9  1-2 月通用机械设备出口总值（单位：亿美元） 

 

图10  1-2 月汽车出口总值（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iFinD，联储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iFinD，联储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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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口：与新兴国家合作加深，电子行业进口有所回暖 

进口表现良好，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总值再创年内新高。以美元计价，1-2 月进口

总值为 4,028.51 亿美元，同比微增 3.5%，为同期次高；以人民币计价，1-2 月进口总值

为 28,614.63 亿元，同比增加 6.7%，创同期新高。 

图11  1-2 月进口总值（单位：亿美元） 

 

图12  1-2 月进口总值（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iFinD，联储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iFinD，联储证券研究院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进口情况分化明显，对荷兰和巴西进口快速增长。1-2 月，我

国对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进口同比下滑 13.69%、9.87%和 5.14%，欧盟主要国家中，对

德国和法国进口下滑明显，但对荷兰进口明显增长，同比增长 22.64%；对东盟和韩国进

口同比表现有所改善，分别增长 2.89%和 7.94%；对俄罗斯进口景气度持续，但随着基

数效应显现，同比增幅下滑至 8.33%；与出口类似，对拉丁美洲和非洲进口均有所增长，

同比增长 10.80%和 5.47%，其中对巴西进口约占拉丁美洲的一半，进口 206.30亿美元，

同比增长 35.40%。 

图13  1-2 月对主要区域进口总值同比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iFinD，联储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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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1-2 月对荷兰进口总值（亿美元） 

 

图15  1-2 月对巴西进口总值（亿美元） 

  

资料来源：iFinD，联储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iFinD，联储证券研究院 

机电产品进口表现良好，但主要系去年同期低基数所致。大宗商品进口 1-2 月，农

产品进口同比跌幅收窄至 6.50%；大宗商品的进口在量涨的同时出现分化，铁矿、原油、

成品油量价齐涨，铜矿、煤、天然气等则是量涨价跌，主要系价格下降所致；机电产品

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景气度回升，同比增长 7.70%和 11.90%，可能系电子行业有所回

暖叠加去年同期低基数所致。 

图16  以美元计价的重点商品进口量价同比（%）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iFinD，联储证券研究院 

3. 展望： 3 月进出口表现或下滑，全年出口有望逐季改善 

1-2 月进出口数据均超预期改善，但对 3 月进出口表现不宜过分乐观。2023 年春节

较早，且疫情放开早期生产和需求的恢复均需一段时间，因此 2023 年同期进出口数据

下滑明显。今年 1-2 月进出口数据的超预期改善，更多的是去年同期低基数效应所致，

经济复苏情况仍需进一步观察。 

出口表现有望逐季改善，拉美等新兴区域有望提供新的支撑点。在《12 月进出口数

据解读中》提到，美国去“中国化”意愿有所降低，中美贸易关系趋于稳定，2024 年美

国经济“硬着陆”几率不大，均会一定程度上支撑 2024 年中国的出口恢复。此外，以巴

西为代表的拉丁美洲与中国贸易持续加深，出口快速增长，有望成为支撑中国出口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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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点。 

4. 风险提示 

海外经济不及预期、“一带一路”推进不及预期、中美摩擦升级风险、地缘政治风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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