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宏观与金融研究 
 

 

温  彬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王静文  中国经济研究 

张丽云  货币政策与流动性研究 

应习文  国际经济研究 

孙  莹  财政政策研究 

李  鑫  外汇商品研究 

杨美超  外资外贸研究 

韩思达  资产配置研究 

 

 

 

 

 

 

 

 

联系人：杨美超 

电  话：010-58560666-6480 

【数据点评】 

 

近期出口保持韧性的原因与未来展望 

——4 月外贸数据点评 

 

【内容摘要】 

按美元计价，4 月我国出口 2954.2 亿美元，同

比增长 8.5%，好于市场预期。进口 2052.1 亿美元，

同比下降 7.9%，弱于市场预期。当月顺差 902.1 亿

美元，保持高位。 

3 月以来我国出口表现屡次超越市场预期，从原

因看，一是自 3 月开始我国出口相关的生产供给显

著修复；二是面对发达国家需求回落多元化开拓国

际市场；三是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带来出口产品

结构优化；四是政策供给支持我国外贸保持韧性；

五是价格与低基数等技术性原因。 

进口偏弱的原因未必全是内需不足。一是与我

国对亚非拉国家出口快速增长相比，进口未显现类

似的国别特征；二是地缘政治等因素导致我国从发

达国家和地区的进口保持弱势；三是我国进口受到

的价格冲击大于出口。 

随着全球经济趋冷，以及积压订单和 4 月份低

基数效应的消退，未来我国出口仍将面临一定压力。

不过我国出口仍有能力高于全球平均贸易增速，且

由于进口增速仍然承压，贸易顺差将继续保持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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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出口保持韧性的原因与未来展望 

——4 月外贸数据点评 

 

温彬 应习文 

 

一、出口保持韧性，顺差维持高位 

海关总署 5 月 9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按美元计价，4 月我国进出

口 5006.3 亿美元，增长 1.1%。其中，出口 295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8.5%，较上月增速放缓 6.3%个百分点，不过高于市场预期约 2 个百

分点；进口 2052.1 亿美元，同比下降 7.9%，降幅较上月扩大 6.5 个

百分点，且明显弱于市场预期。受出口韧性与进口趋弱叠加，4 月我

国贸易顺差同比扩大 82.3%至 902.1 亿美元，历史上第五次单月突破

900 亿美元。 

图 1：我国月度进出口同比增速与贸易差额（美元计）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CEIC，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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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贸易出口增速较快。4 月一般贸易出口 1940.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9.2%，进口 1350.2 亿美元，同比下降 16.4%，一般贸

易顺差 590.5 亿美元。加工贸易出口 567.7 亿美元，同比下降

8.2%，进口 288.4 亿美元，同比下降 26.8%，加工贸易顺差 279.3

亿美元。受逆全球化和去金融化影响，双边贸易和多边贸易在国

际贸易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上我国较为完整和稳

定的供应链结构，承担产品生产全过程的能力显著提升，在贸易

方式上长期表现出一般贸易优于加工贸易的特点。 

图 2：我国月度出口增速（按贸易方式划分）  图 3：我国月度进口增速（按贸易方式划分）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CEIC，WIND 

二、出口保持韧性的原因 

3 月以来我国出口表现屡次超越市场预期，1-4 月累计出口

1.12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5%，特别是在 1-2 月出口出现负增长

的压力下，3、4 月份我国出口明显回暖，其中 3 月同比增长 14.8%

大超市场预期，4 月同比 8.5%也表现出一定韧性，主要有以下五

大原因。 

一是自 3 月开始我国出口相关的生产供给显著修复。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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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至今年 2 月我国出口表现偏弱，期间对应的当月同比增速

均在-10%附近，但同期全球贸易增速保持在 0 至-3%区间，表明

此阶段我国出口的回落并非全部由外需下行所致，更多是国内因

素导致的出口相关生产供给不畅。而春节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明显

回暖，复工进度加快，出口相关的产业链运转和港口运输效率提

升，前期积压订单集中释放，这种效应在 4 月仍保有余量。 

二是面对发达国家需求回落多元化开拓国际市场。我国近年

来通过 RCEP、“一带一路”等战略多元化开拓国际市场，成功

以亚非拉弥补欧美国家的需求下降。1-4 月我国对东盟出口

185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2%。对非洲、拉美分别出口 589.0

亿、766.2 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 26.4%和 3%。相比之下，1-4 月

我国对美国、日本、欧盟的出口增速分别为-14.4%、0.5%和-4.6%，

均低于整体增速。 

图 4：我国对美欧日出口增速（美元计） 图 5：我国对新兴市场出口增速（美元计）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CEIC，WIND 

三是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带来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近年来

面对西方国家对我国产业链高压紧逼的态势，我国制造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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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不断增强，倒逼升级速度加快，在包括新能源产业链的诸

多领域竞争力不断加强。机电产品复苏较快，3、4 月份我国机电

产品出口额分别同比增长 12.3%和 10.4%，结束了去年 10 月以

来的负增长态势。特别是汽车出口量价齐升，表现喜人，一季度

我国汽车出口量历史首次超过日本，4 月当月汽车出口同比增长

195.7%，连续两个月增速超 100%；汽车与底盘出口价格同比上

涨 19.3%，产品的高端化方向凸显。 

图 6：我国 4 月份重点产品出口金额与同比增速（美元计）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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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改善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支持企业多元化开

拓海外市场等。 

五是价格与低基数等技术性原因。当前全球通胀压力减轻，

价格因素也是国际贸易金额减速的重要原因。但从产品结构看，

我国出口产品价格表现要强于进口，3 月我国出口价格指数同比

上涨 7%，而进口价格指数已转为下降 0.4%。4 月份我国出口重

点商品中，手机、家用电器和汽车价格依旧保持同比正增长，也

从侧面反映出产品竞争力的提升。此外，去年 4 月我国出口增速

偏低，形成了较低的基数，也是出口增速保持韧性的重要原因。 

三、进口偏弱未必内需不足 

春节以来我国经济保持良好复苏态势，以服务业与消费为代

表的内需保持旺盛。随着内需复苏，市场预计进口增速能保持一

定韧性，但我国 3、4 月进口同比增分别下降 1.4%和 7.9%，4 月

降幅有所扩大，1-4 月进口累计同比下降 7.3%，与出口保持韧性

形成较为明显的分化。不过从结构看，进口偏弱势并非完全是内

需不足所致。 

一是与我国对亚非拉国家出口快速增长相比，进口未显现类

似的国别特征。4 月我国对东盟、非洲与拉美的进口分别同比下

降 6.3%、17.3%和 12.9%，均较 3 月份有所下降。我国在亚非拉

市场的出口规模扩大，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向我国的出口供给能

力增强。 

二是我国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进口保持弱势。受地缘政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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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影响，我国自欧美的进口的高科技产品受限，4 月我国自美国、

欧盟进口分别同比下降 3.1%、0.1%，均由 3 月正增长转负。同

时，随着我国制造业不断升级，对日、韩进口形成替代，4 月我

国自日、韩进口分别同比下降 15.8%和 26.0%。值得关注的是，

1-4 月我国对韩国形成 19.6 亿美元的顺差，数十年对韩逆差就此

结束。此外，4 月大陆对台湾地区进口大幅下跌 26.7%，1-4 月累

计下跌 28.0%，也拖累了进口增速。 

图 7：我国自美欧日进口增速（美元计） 图 8：我国自新兴市场进口增速（美元计）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CEIC，WIND 

三是我国进口受到的价格冲击大于出口。能矿类原材料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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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格趋于回落，对进口带来负面影响。以煤碳为例，4 月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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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有所回暖。但如果考虑价格因素，褐煤进口额同比增长 34.8%，

远低于数量的增速。同样，4 月我国占整体进口额 12%的原油进

口数量与金额分别同比下降 1.5%和 28.5%，进口额降幅也远大

于进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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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我国 4 月份重点产品进口金额与同比增速（美元计）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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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压力来自于欧美技术限制和需求回落，这导致了我国当前的内

需复苏无法体现在进口金额的回暖上，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贸

易顺差仍将保持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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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研究成果 

1. 疫后复苏进入第二阶段（2023 年 4 月 18 日） 

2. 财政收入明显好转，财政支出前置发力—3 月财政数据点评（2023 年 4 月 19 日） 

3. 4 月 LPR 报价继续“按兵不动”，降息空间进一步收窄（2023 年 4 月 20 日） 

4. 4·28 政治局会议的新动向（2023 年 4 月 29 日） 

5. 需求不足成为主要掣肘（2023 年 4 月 30 日） 

6. 控通胀仍是主要政策目标，本轮加息或已到达终点——美联储 5 月议息会议点评

（2023 年 5 月 4 日） 

7. 地方债发行规模环比大降—4 月地方债发行数据点评（2023 年 5 月 4 日） 

8. 2023 年二季度展望系列之一：内生动力有待增强（2023 年 5 月 5 日） 

9. 2023 年二季度展望系列之二：旧趋势的尾声与新趋势的序曲——全球经济展望（2023

年 5 月 8 日） 

10. 2023 年二季度展望系列之三：二季度信贷、金融市场运行展望及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2023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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