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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核心观点：5月中国出口金额（美元计价）同比+7.6%，进口同比+1.8%， 5月出

口再度回升，继续保持乐观。我们建议关注出口性价比优势背后的三大产业逻

辑：（1）发达经济体消费 K 型分化明显，我国有望凭借“性价比”优势获益，渠

道出海值得关注；（2）雁型模式和大国外交支撑我国对新兴国家贸易出口；（3）

全球科技周期带动机电、集成电路增长，中国零部件设备性价比优势明显。中观

产业层面，我们提示重点关注两大方向，一是机电产品类出口，涉及消费电子、

汽车及零部件、家电、机械等。二是与美国地产后周期相关的家具、家电、轻

工、纺服等，与美国制造业回流、资本开支增加相关的机械、化工等。 

 总览：进出口金额同比均回升。2024 年 5 月份，中国当月出口（美元计价）

3023.5 亿美元，出口金额（美元计价）同比+7.6%，高于万得一致预期+6.4%；

2024 年 5 月份，中国当月进口（美元计价）2197.3 亿美元，进口金额（美元计

价）同比+1.8%，低于万得一致预期+4.5%；2024 年 5 月贸易差额为 826.2 亿美

元，前值为 723.5亿美元。5月出口表现好于进口主要有三条核心逻辑：一是 5月

财新制造业 PMI 为 51.7，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中采制造业 PMI 为 49.5%，

较上月下降 0.9 个百分点，财新制造业 PMI 读数高于中采制造业 PMI 主因统计范

围差异，财新统计东部沿海外向型中小企业，中采统计范围更广，也验证出口部

门相对较好。二是由于进口价格指数领先出口，进口价格同比自 2024年 1月以来

持续修复，带动出口改善，对名义出口也起到一定的拉动提升效果。三是越南与

韩国出口对我国出口有一定指引。5 月韩国出口金额同比+11.7%，越南出口金额

同比+12.9%，其主导行业分别对应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两大领域，与我国

产业逻辑契合，验证 5 月出口表现较强。 

 出口：受性价比支撑逻辑，机电、集成电路等产品出口势头良好。2024年 5月人

民币计价出口 2.15 万亿元，同比+11.2%，美元计价出口 3023.5 亿美元，同比

+7.6%。分商品来看，机电产品和劳密产品出口势头良好。1-5月，我国出口机电

产品 5.87 万亿元，增长 7.9%，占出口总值的 59%。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

其零部件 5544.6 亿元，增长 9.9%；集成电路 4447.3 亿元，增长 25.5%；汽车

3297 亿元，增长 23.8%；手机 3296.8 亿元，下降 2.8%。同期，出口劳密产品

1.69 万亿元，增长 7.1%，占 17%。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 4170.9 亿元，增长

3.5%；纺织品 4058.2 亿元，增长 6.1%；塑料制品 3116.7 亿元，增长 12.1%。

出口农产品 2831.1 亿元，增长 3.9%。按量价来看，价格方面，鞋靴+1.10%，钢

材-0.34%，分别是主要拉动项和主要掣肘项，数量方面，汽车底盘+0.70%，鞋

靴-1.20%，分别是主要拉动项和主要掣肘项。分地区来看，东盟为我国第一大出

口伙伴，1-5 月我国对东盟、欧盟、美国、韩国的美元计价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13.5%、-0.7%、+3.6%和-2.0%。向前看，我们提示关注三大产业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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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达经济体消费 K 型分化明显，我国有望凭借“性价比”优势获益，渠道出

海值得关注。疫情之后美国大规模财政刺激加剧贫富差距，贫富加剧背景下，K

型两端的高端消费品和高性价比商品积极增长，我国在此过程中有望凭借“性价

比”优势获益，一是得益于我国供应链优势，供应链稳定、安全、可控支撑了农

业、汽车等产业链的稳定性；二是得益于以出海四小龙为代表的出口企业高效管

理，中国产品性价比优势凸显，SHEIN、阿里旗下的速卖通 AliExpress、拼多多

旗下的 Temu 和字节旗下的 TikTok Shop 被称为“中国电商出海四小龙”，凭借全

托管模式、半托管和直营等多种托管模式一定程度上将国内已经成熟的商业模式

“复制”+“粘贴”至海外，结合中国溢出的供应链能力以实现“多+快+好+

省”，从而重塑跨境消费市场的格局，是渠道出海的典型代表。我们认为纺服、

轻工、机械、家电、家具以及汽车这几品类有望在此过程受益。 

2）雁型模式和大国外交支撑我国对新兴国家贸易出口。从雁行模式来看，日本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的进出口贸易中出口的商品复杂度逐步升级，从劳动密集

型产业→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从低附加值的产品（消费品）

→高附加值的产品（资本品），日本逐步实现了产业的升级转型，我国当前正逐

步将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东南亚等国家，逐步实现产业升级以应对发达经济体 K

型分化中的消费升级，并以性价比优势应对 K 型分化中的后者消费降级。此外，

我国坚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针对一带一路国

家，我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企业“走出去”战略，延伸中间品贸易链

条，更好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资源的联动效应，进而带动出口增长。1-5 月我

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 8.31 万亿元，增长 7.2%。其中，出口

4.64 万亿元，增长 7.9%；进口 3.67 万亿元，增长 6.4%。 

3）全球科技周期带动机电、集成电路增长，中国零部件设备性价比优势明显。

在此轮人工智能科技革命中，全球底层算力的需求迅速增长，科技革命的底层算

力需求与全球半导体周期紧密相关，也会带动相关设备和零部件产品的增长。我

国在机电设备、集成电路领域出口优势明显，为确保供应链安全并防范美国及其

盟友收紧的出口管制措施，半导体企业加大投资并加快备货促成了我国进口额的

明显增长。据我国海关总署统计，2023 年我国进口半导体制造设备 375.8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0.8%并创新高。2024 年 1-5 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速达到

7.9%，占出口总值的 59%，继续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 

 进口：加工贸易仍是进口的主要支撑项。2024 年 5 月人民币计价进口 1.56 万亿

元，同比+5.2%，美元计价进口 2197.3 亿美元，同比+1.8%。分商品来看，1-5

月，我国进口铁矿砂 5.14 亿吨，增加 7%，进口均价（下同）每吨 860.7 元，上

涨 8.1%；原油 2.29 亿吨，减少 0.4%，每吨 4310.9 元，上涨 6.8%；煤 2.05 亿

吨，增加 12.6%，每吨 721.9 元，下跌 18.1%；天然气 5427.6 万吨，增加

17.4%，每吨 3504.6 元，下跌 12.6%；大豆 3736.9 万吨，减少 5.4%，每吨

3759.7 元，下跌 15.5%；成品油 2210.7 万吨，增加 20.1%，每吨 4265.9 元，上

涨 5.2%。此外，进口初级形状的塑料 1197.6万吨，增加 1.3%，每吨 1.07万元，

下跌 1.3%；未锻轧铜及铜材 232.7 万吨，增加 8.8%，每吨 6.44 万元，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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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按量价来看，价格方面，未锻轧铜及铜材+1.79%，粮食-0.58%，分别是

主要拉动项和主要掣肘项，数量方面，集成电路+1.37%，未锻轧铜及铜材-

1.34%，分别是主要拉动项和主要掣肘项。钢材进口减少或与多化债大省基建停

止开工有关，后续随基建投资改善，钢材需求或将改善。分地区来看，1-5 月，

我国对东盟、欧盟、美国、韩国的美元计价进口同比分别增长+7.0%、-2.5%、-

2.6%和 16.8%。 

 贸易顺差：5月贸易顺差仍处于高位。2024年 5月人民币计价贸易顺差 5864.0亿

元，同比+31.0%，美元计价贸易顺差 826.2 亿美元，同比+26.8%。当前贸易顺

差结构较为健康，一方面可以有助于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对经济总量构成支撑，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呵护人民币汇率，稳定外汇储备。 

 风险提示：美联储货币政策超预期；稳增长政策对内需的拉动效果不及预期；经

济恢复不及预期；三大工程进展不及预期；地缘政治危机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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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24 年 5 月进出口数据、主要国家贸易、主要国家 PMI、主要商品热力图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红色表示数值较大，绿色表示数值相对较小 

 

 

图 2：进出口金额当月同比及贸易差额  图 3：进出口价格指数同比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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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中国与主要贸易国贸易差额  图 5：5 月韩国和越南出口金额同比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图 6：油脂食品等现货指数同比与进口价格指数同比走势接近  图7：纺织和工业原料等现货指数同比与进口价格指数同比走势接近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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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024 年 5 月主要商品出口量价图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德邦研究所 

 

 

 

  
图 9：2024 年 5 月主要商品进口量价图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德邦研究所 

  

-1.5% -1.0% -0.5% 0.0% 0.5% 1.0% 1.5%

水产品

粮食

成品油

稀土

中药材及中式成药

肥料

箱包及类似容器

鞋靴

陶瓷产品

钢材

未锻轧铝及铝材

手机

家用电器

集成电路

汽车(包括底盘）

船舶

液晶显示板

数量拉动 价格拉动

-2% -1% 0% 1% 2% 3%

肉类（包括杂碎）

粮食

食用植物油

煤及褐煤

成品油

医药材及药品

美容化妆品及洗护用品

天然及合成橡胶（包括胶乳）

纸浆

未锻轧铜及铜材

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

汽车(包括底盘）

液晶显示板

数量拉动 价格拉动



                                                                            宏观点评 
 

 
 

 7 / 7 
 

信息披露 

分析师与研究助理简介 

程强，博士，CFA，CPA，德邦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 

 

分析师声明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和信 

息均来自市场公开信息，本人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分析逻辑基于作者的职业理解，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 

点，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特此声明。  

投资评级说明 

[Table_RatingDescription] 1. 投资评级的比较和评级标准： 

以报告发布后的 6 个月内的市场表

现为比较标准，报告发布日后 6 个

月内的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的

涨跌幅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涨

跌幅； 

2. 市场基准指数的比较标准： 

A 股市场以上证综指或深证成指为基

准；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

美国市场以标普 500或纳斯达克综合

指数为基准。 

类  别 评  级 说  明 

股票投资评

级 

买入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增持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中性 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减持 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下。 

行业投资评

级 

优于大市 预期行业整体回报高于基准指数整体水平 10%以上； 

中性 预期行业整体回报介于基准指数整体水平-10%与 10%之间； 

弱于大市 预期行业整体回报低于基准指数整体水平 10%以下。 

法律声明 

 
本报告仅供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在任何情况 

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 

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 

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报告所载的信息、材料及结论只提供特定客户作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 

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德邦证券及其 

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或其他服务。 

本报告仅向特定客户传送，未经德邦证券研究所书面授权，本研究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 

或复制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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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引用或转载本文内容，务必联络德邦证券研究所并获得许可，并需注明出处为德邦证券研究 

所，且不得对本文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和删改。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