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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中国外贸的亮点与隐忧
9月 5日的政策吹风会上，针对外贸面

临的风险、挑战，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从推进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和畅通外贸
企业抓订单渠道方面等四方面进一步稳定
外贸发展。

在国内疫情反复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
局面之下，中国出口表现屡超预期，成为拉
动经济增长的一架重要“马车”。

根据海关总署 9月 7日的统计数据，今
年前 8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 27.3万亿元人
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10.1％。其中，出口
15.48万亿元，增长 14.2％；进口 11.82万亿
元，增长 5.2％。按美元计价，前 8个月中国
进出口总值 4.19万亿美元，增长 9.5％。其
中，出口 2.38万亿美元，增长 13.5％；进口
1.81万亿美元，增长4.6％。

从贸易类别看，一般贸易进出口两位数
增长、比重提升。前8个月，中国一般贸易进
出口 17.55万亿元，增长 14.1％，占中国外贸
总值的 64.3％，比去年同期提升 2.3个百分
点。其中，出口 9.96万亿元，增长 20.1％；进
口7.59万亿元，增长7％。

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 5.48万亿元，增
长3.5％，占20.1％。其中，出口3.46万亿元，
增长5.1％；进口2.02万亿元，增长0.9％。此
外，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 3.33万亿元，增
长 9％ 。 其 中 ，出 口 1.26 万 亿 元 ，增 长
13.7％；进口2.07万亿元，增长6.3％。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
教授刘春生对《财经》记者分析，今年前 8个
月，中国进出口同比实现了双位数的高速增
长，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趋弱的背景下显得
难能可贵。同时，一般贸易增速高于平均增
速，说明外贸结构改善，也说明中国外贸企
业占据的利润份额有所提升。

此外，刘春生认为，进出口数据显示，保
税物流对于外贸的促进作用增大，说明中国
自贸区和自贸港建设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对
保税物流的推动作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
区的沿线贸易保持双位数的高增长，说明

“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进入了红利期和收获
期，对中国经济和沿线国家的长远发展有
利。

但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外贸增速依然承
压。八月数据低于市场预期，拐点或已显
现。中泰证券研报观点称，八月出口增速较
7月有所回落，一方面，去年同期基数抬升明
显，高基数效应压制出口增速；另一方面，海
外经济放缓，因疫情积压的交货订单或已出
清，难以支撑外需维持高位。“往后看，9月全
国疫情多点暴发，对生产和物流的扰动仍将
继续，同时，海外主要经济体货币收紧对需
求的影响持续显现。出口高增速的拐点可
能已经出现。”

八月单月进出口增速趋缓
从八月当月的数据来看，中国进出口总

值 3.71万亿元，增长 8.6％。其中，出口 2.12
万亿元，增长 11.8％；进口 1.59万亿元，增长
4.6％。按美元计价，八月中国进出口总值
5504.5 亿美元，增长 4.1％。其中，出口
3149.2亿美元，增长 7.1％；进口 2355.3亿美
元，增长0.3％。

分国别来看，中国对东盟、欧盟和美国
等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增长。前 8个月，东
盟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贸易
总值为 4.09万亿元，增长 14％，占中国外贸
总值的15％。欧盟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 3.75万亿元，增长
9.5％，占13.7％。美国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
伴，中美贸易总值为 3.35 万亿元，增长
10.1％，占 12.3％。韩国为中国第四大贸易

伙伴，中韩贸易总值为 1.6 万亿元，增长
7.8％，占5.9％。同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
线 国 家 合 计 进 出 口 8.77 万 亿 元 ，增 长
20.2％ 。 其 中 ，出 口 4.96 万 亿 元 ，增 长
20.4％；进口3.81万亿元，增长20％。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
主任张建平告诉《财经》记者，单看八月外贸
数据，当月增速放缓，但是这一态势其实在
今年年初已有预判，去年下半年外贸增速有
下降苗头，此后政府也出台了一些跨周期稳
外贸的政策。总体来看，今年稳外贸任务的
完成是可以预期的，但是最后的四个月仍然
比较关键。在外需波动和WTO下调全球外
贸预期的情况之下，中国稳外贸工作不能松
劲。

多家研究机构的分析报告指出，八月出
口低于市场预期，主因包括发达经济体加速
紧缩开始抑制消费需求、短期全球能源供给
压力减轻加快海外工业生产恢复、广深散发
疫情再度扰动生产等。

申万宏源研究报告认为，八月中国出口
（美元计价）同比大幅下行 10.9pct至 7.1%，
低于预期（14.9%）。进口同比回落 2pct至
0.3%，亦低于预期（1.7%），内需偏弱的同时
国内产业链进口替代亦持续进行。

根据广发证券测算，从主要出口地来
看，中国对美出口回落最为明显，同比从前
值的 11.0%回落至-3.8%；对欧出口亦增速
回落，但同比仍有11.1%，可能和欧洲的能源
短缺有关。对东盟出口同比依然高达
25.1%，进一步起到了缓冲垫作用。如果不
含对东盟出口，则出口单月同比只有4.4%。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受大
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上游产品出口金额涨
幅较高。其中粮食出口同比增长 43.6%，成
品油增长 134.2%，稀土增长 80.8%，钢材增
长 32.6%，铝增长 21.1%。不过上游产品占
中国出口的总体比重并不高，大宗商品价格
上涨对出口影响小于进口。

同时，随着国内疫情和外部需求的扰
动，八月出口环比回落，但是侧面体现出供
给韧性。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指出，
八月国内疫情点状散发，全国新增确诊人数
自八月起呈现出平台式上行特征，年初疫情
导致内供受挫拖累出口积累了应对经验，根
据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披露，
在常态化核酸检测全面应用下，各港口积极
应对保障物流供应畅通，重点港口外贸吞吐
量保持韧性，并未出现3月的显著负增长。

今年前8个月，贸易顺差3.66万亿元，扩
大 58.2％；按美元计价，贸易顺差 5605.2亿
美元，扩大 56.7％。八月，贸易顺差 5359.1
亿元，扩大 40.4％；按美元计价，贸易顺差
793.9亿美元，扩大34.1％。

温彬指出，八月贸易顺差793.9亿美元，
较 7月顺差额下降 218.77亿美元，但同比扩
大 34.1%。尽管八月货物贸易顺差环比下
降，但同比增速很高，从绝对值来看单月接
近 800亿美元的顺差依旧是高水平的（历史
上单月超800亿美元顺差的只有五次）。

李超认为，在海外流动性收紧叠加能源
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供给的相对优势有助于
稳定出口，整体上维持了贸易顺差处于较高
水平，经常项目顺差较多，一方面有助于对
冲资本流出、汇率贬值压力，稳定外汇储备
和国际收支，另一方面，也将对名义GDP带
来积极支撑，稳定外向型就业。

刘春生对《财经》记者表示，今年七月贸
易顺差创下新高，到了八月，顺差保持高速
增长，说明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
大，在国内经济减速的背景下，顺差扩大符

合经济规律。但是顺差如果持续过大，也可
能造成国际收支不平衡，带来贸易摩擦。

在进口方面，铁矿砂进口量价齐跌，原
油、煤、天然气和大豆等进口量减价扬。前8
个月，中国进口铁矿砂 7.23 亿吨，减少
3.1％，进口均价每吨 827.8元，下跌 29.4％。
同期，进口原油3.3亿吨，减少4.7％，进口均
价每吨 4792.1元，上涨 56.8％；煤 1.68亿吨，
减少 14.9％，进口均价每吨 1021.3元，上涨
81.2％；天然气 7104.5万吨，减少 10.2％，进
口均价每吨 3882.2 元，上涨 61.6％；大豆
6132.9 万吨，减少 8.6％，进口均价每吨
4354.5 元，上涨 25.6％；初级形状的塑料
1993.3万吨，减少12.9％，进口均价每吨1.26
万元，上涨 11.6％；成品油 1510.4万吨，减少
15.9％ ，进 口 均 价 每 吨 5338.3 元 ，上 涨
39.9％。此外，进口未锻轧铜及铜材390.3万
吨，增加8.1％，进口均价每吨6.4万元，上涨
6.4％。同期，进口机电产品 4.56万亿元，下
降 3.9％。其中，集成电路 1.81万亿元，增长
3.1％；汽车（包括底盘）2405.6 亿元，增长
0.7％。

张建平分析指出，国内市场的进口需求
受到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对于贸易中
间品、资源、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也受到影
响。能源进口要看价格，目前石油价格有所
下调，有利于扩大进口，消费品进口取决于
国内收入增长，仍有一定压力。

申万宏源研报分析，大宗工业品进口明
显改善，扭转了 7月受此前疫情影响的暂时
性走低，加工贸易相关产业链进口替代持续
压低整体进口增速。大宗商品进口方面，原
油进口量同比小幅回升 0.1pct至-9.4%，铁
矿砂三年平均增速回升 0.4 个百分点至
0.5%，铜矿砂也大幅上行。与加工贸易直接
相关的机电产品进口则继续呈现出进口替
代因素，汽车、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集成电路
进口三年平均增速均趋回落。

外贸后市是否乐观？
近年来，中国外贸转型升级的势头持续

向好。此次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同样显示，
民营企业进出口快速增长、比重提升，机电
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均增长。

前 8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 13.68万亿
元，增长 14.9％，占中国外贸总值的 50.1％，
比去年同期提升 2.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9.3 万亿元，增长 20.2％，占出口总值的
60％；进口 4.38万亿元，增长 5％，占进口总
值的 37.1％。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9.17万亿元，增长 2.4％，占中国外贸总值的
33.6％。国有企业进出口 4.4万亿元，增长
15.1％，占外贸总值的16.1％。

此外，前8个月，中国出口机电产品8.75
万亿元，增长 9.8％，占出口总值的 56.5％。
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1.05万
亿元，增长 3.5％；手机 5553.9 亿元，增长
4.2％；汽车 2168亿元，增长 57.6％。同期，
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2.81 万亿元，增长
14.1％，占 18.1％。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
7721.9亿元，增长12.8％；纺织品6656亿元，
增长 10.8％；塑料制品 4629.9 亿元，增长
15.1％。此外，出口钢材 4622.5万吨，减少
3.9％；成品油2981.6万吨，减少33.5％；肥料
1413万吨，减少37.9％。

多位受访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新能
源汽车和机电产品出口，是中国外贸领域最
为突出的亮点。

张建平对《财经》记者指出，中国的机电
产品，例如中高端的液晶电视，出口增长势
头非常好。一些技术含量高的出口产品带
动作用强，意味着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价值

链的核心国家之一，叠加改革开放四十多年
来的积累，已经成为拉动国内外贸易发展的
关键支撑。

“中国外贸还需持续转型升级，通过跨
境电商、采购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克服传
统贸易的不便之处，鼓励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一般外贸继续扩大市场份额。拓展和挖
掘更多国家的市场潜力，用好自贸试验区、
海南自贸港平台和包括RCEP在内的自贸协
定，进而降成本、提效率。”张建平说。

刘春生建议，机电产品和新能源车的出
口暴涨是中国企业多年来的耕耘，不是一朝
一夕干成的。企业的品牌形象在国外逐步
打开。如何实施弯道超车战略，让更多中国
企业“走出去”开疆拓土，把传统的优势转化
为品牌影响力乃至于文化的影响力，是当下
的重要课题。

然而，中国外贸的隐忧仍然存在。
中金公司研究报告指出，从主要出口产

品来看，鞋靴、钢材、集成电路的出口价格同
比增速皆有所下滑。结构拆分中的亮点难
以对冲大部分商品出口增速的下滑。去年
同期由于东南亚疫情带来的出口转移订单
造成了去年同期的高基数，而今年八月这种
出口转移订单效应不再，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同比增3%（7月为19%），增速下滑较多。这
也能从八月越南出口同比增速上升中得到
一定印证。农产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
品同比增速也皆有所下滑，其中自动数据处
理设备、集成电路、家电出口同比分别为-
7%、-17%、-17%（7月为 3%、-5%、-8%）。
虽然汽车出口仍然保持高增速，同比增65%
（7月为 64%），但是汽车类配件出口增速下
滑。

申万宏源研报提醒，八月机电产品同比
回落幅度也较大，其中近年来加速融入全球
产业链的汽车持续贡献增量支撑，船舶等传
统优势制造业出口也继续走强。但产能更
集中于广深的电子产业链出口增速仍在走
弱，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零部件亦大幅下
跌。

温彬表示，在出口增速回落较大的产品
中，一部分是传统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
品出口回落，主要源于外部需求回落。其
中，家用电器出口同比下降16.5%，灯具下降
12.6%，家具下降12.7%，玩具增长2.2%但增
速回落幅度较大。另一部分是技术敏感性
的机电产品，受欧美国家技术限制导致增速
回落。其中集成电路出口同比下降 17.3%，
液晶产品下降11.3%。

近期，一系列稳外贸、稳外资政策先后
出台。在 9月 5日的政策吹风会上，针对外
贸面临的风险、挑战，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从推进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和畅
通外贸企业抓订单渠道方面等四方面进一
步稳定外贸发展。

展望后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
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任
苏庆义告诉《财经》记者，预计中国外贸的高
增长态势难以持续，从供给面看，疫情防控
对生产的影响依然很大。需求面看，整个世
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唯一的优势在于中
国的通货膨胀控制得好，与国外高通胀相
比，形成了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进口
低迷反映了国内经济的疲软，提振国内生产
的信心依然是重点。

刘春生则认为，中国外贸韧性一直都
在，越南、印度等国家要想取代中国尚需时
日，也给中国的产业转型留出了宝贵的时间
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