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Table_ReportInfo] 2022 年 01 月 14 日      

证券研究报告•宏观简评报告     

数据点评 

成绩亮眼，前途是否暗淡？ 
——12 月贸易数据点评 

 

摘要   
 

西南证券研究发展中心 

[Table_Summary]  收官成绩亮眼，年初出口或保持韧性。2021 年在海外供应链问题持续、国内

生产逐渐恢复的背景下，出口增长强劲。以美元计，2022 年我国进出口总值

6.05 万亿美元，同比大涨 30.0%，其中受国内稳定复苏和外需强劲影响，出

口同比增长 29.9%，海外明显复苏疫情影响有所减弱，进口同比增长 30.1%。

单月看，12 月出口同比超预期，进口环比下降，海外疫情影响显现。从基数

上看，2021 年一季度的进出口增速回升明显；且新出口订单连续 8 个月低于

荣枯线以下，企业进出口订单增长仍不强，但商品价格在短期仍将在相对高位，

一定程度支撑短期进出口，但中期价格回落叠加订单表现一般将对贸易带来压

力；海外奥密克戎毒株的影响逐渐对其供应链产生影响，将支撑短期出口，进

口或承压。此外，2022 年需关注中美经贸关系等的变化。 

 我国与新兴市场贸易加快，单月对欧日进口增速转负。从贸易伙伴来看，2021

年我国贸易伙伴多元发展，东盟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与新兴市场进出口贸

易占比增多明显。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对我国进口同比增速超过 55%的有

以煤炭出口为主的印度尼西亚、以及以矿产出口为主的南非。单月来看，除我

国对美出口外，我国与东盟、欧盟、日本进口、出口，及从美国进口同比增速

都有所回落，建议持续关注中美经贸关系变化。 

 机电产品成为最主要出口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单月表现较好。出口结构调整明

显，全年稀土、肥料、钢材、汽车增速最快，仅有粮食、纺织纱线、织物及其

制品的出口金额同比增速为负值；12 月单月，大多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金额

增速继续放缓，海外疫情影响下，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出

口金额增速提升，高附加值的产品如高新技术产品等的出口情况较好，部分商

品出口增速也受到基数效应影响。奥密克戎毒株对我国出口增速形成支撑，不

同产品基数变化较大且分化，使得本月不同产品增速变化较大。预计 2022年

一季度出口仍较为强劲，但基数明显走高下增速将放缓。 

 全年高新技术、资源类产品进口稳步增长，当月原油进口猛增。2021年全年，

在粮食安全战略的引导下，粮食进口增速较快。受春节临近等因素拉动，12

月单月粮食进口量同比涨幅扩大，进口金额涨幅也有所回升，预计未来粮食进

口将维持在较平稳的水平。2021年 1-12月，铁矿砂及其精矿、铜矿砂及其精

矿、煤及褐煤、天然气等上游主要资源类产品，以及空载重量超过 2吨的飞机

的进口金额同比增速都超过 45%，其他品类进口金额同比也都为正值，机电

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金额增速在 20%以上的高位区间；进口量方面，

受海外供应短缺、国内双控政策及价格端因素影响，原油、成品油、肥料、钢

材等的进口量都为负数。12月单月，以美元计，铁矿砂、铜矿砂、煤及褐煤、

成品油等主要上游产品环比 11 月量价同减，尤其是煤的进口回落较多，在海

外原油价格高位回落后，原油进口量价齐升。短期预计海外疫情对进口仍有冲

击，且 2021 年初进口增速基数明显抬升，后续进口增速或放缓明显。 

 风险提示：疫情控制不及预期，复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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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官成绩亮眼，年初出口或保持韧性 

2021 年在海外供应链问题持续、国内生产逐渐恢复的背景下，出口增长强劲，2022 年

初出口仍有韧性。以美元计，2022 年我国进出口总值 6.05 万亿美元，同比大涨 30.0%，首

次突破 6 万亿美元，其中受国内稳定复苏和外需强劲影响，出口同比增长 29.9%，总值达

3.36 万亿美元，海外明显复苏疫情影响有所减弱，进口同比增长 30.1%至 2.69 万亿美元。

2021 年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 周年，较 2001 年我国进出口总值增长超过 8 倍，在全

球市场份额占比方面，我国也由 2001 年的 4%大幅提升至 2021 年前三季度的 13.5%。2021

年，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达到了 56.7 万家，比 2001 年增加了 5.3 倍，民营企业进出口

总值占整体的比重由 2001 年的 6.1%显著提升至 2019 年的 42.7%，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主

体，2021 年这一比重提升至 48.6%。此外，外贸发展新动能不断激发，2021 年我国综合保

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出口分别增长了 24.3%、26.4%和 57.7%，呈现

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新兴贸易业态方面，我国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规模迅速扩大。2021 年，

尤其上半年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受疫情影响出现缩减，下半年海外复苏，2022 年供应链问

题或逐渐缓解，产需缺口缩窄，外部订单持续较快增长的态势或将发生改变，逐渐向疫情前

回归，但奥密克戎毒株在海外肆虐，仍将支撑短期出口韧性。  

12 月出口同比超预期，进口环比下降，海外疫情影响显现。以美元计，12 月份货物贸

易进出口总值为 5865.3 亿美元，环比上升 1.5%，季节因素影响下环比涨幅较上月收缩 10.7

个百分点，同比增长 20.3%，基数升高影响下增速较 11 月继续回落 5.9 个百分点，连续 19

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其中，12 月出口总值 3405.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9%，增速较前值

继续下降 1.1 个百分点，超预期 2.7 个百分点，增速维持在高位，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42.7%，

环比增长 4.8%；海外疫情对其供应链产生负面影响，进口不及预期，12 月进口总值 2460.4

亿美元，环比下降 2.8%，同比增长 19.5%，较前值回落 12.2 个百分点，较 2019 年同期增

长 28.6%。在进口不及预期，出口超预期的推动下，12 月贸易顺差 944.6 亿美元，较 11 月

扩大 227.5 亿美元。预计 2022 年一季度出口仍保持一定韧性，但增速或出现明显回落。从

基数上看，2021 年一季度的进出口增速回升明显；且从 PMI 数据来看，新出口订单连续 8

个月和进口指数连续 7 个月低于荣枯线以下，企业进出口订单增长仍不强，但商品价格在短

期仍将在相对高位，一定程度支撑短期进出口，但中期价格回落叠加订单表现一般将对贸易

带来压力；海外奥密克戎毒株的影响逐渐对其供应链产生影响，将支撑短期出口，进口或承

压。此外，2022 年需关注中美经贸关系等的变化。 

图 1：进口、出口当月同比增速回落  图 2：PMI 新出口订单仍在荣枯线以下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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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与新兴市场贸易加快，单月对欧日进口增速转负 

从贸易伙伴来看，2021 年我国贸易伙伴多元发展，东盟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与新

兴市场进出口贸易占比增多明显。单月看与欧美日的进口增速回落，对美国出口增速回升。

2021 年 1-12 月，我国与东盟累计贸易总值为 8782.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1%，增速较前

值小幅回落 1.7 个百分点。其中，对东盟出口 4836.9 亿美元，同比增速回落 1.8 个百分点至

26.1%；自东盟进口 3945.1 亿美元，同比增速回落 1.3 个百分点至 30.8%；我国与美国、欧

盟、日本贸易总值分别增长 28.7%、27.5%、17.1%，增幅较 1-11 月分别回落 1.5、1.7、1.8

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2021 年对我国进口同比增速超过 55%的有以煤炭出口为主的印

度尼西亚、以及以矿产出口为主的南非；我国对其出口超过 45%的有印度尼西亚、印度、拉

丁美洲、巴西。我国与东盟、非洲、拉丁美洲、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占比由 2001

年的 16%提升至 2021 年的 30.7%。 

单月来看，除我国对美出口外，我国与东盟、欧盟、日本进口、出口，及从美国进口同

比增速都有所回落。12 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额 894.1 亿美元，同比增速回落 11.5 个百分

点至 16.4%，环比上升 3.6%；其中，对东盟出口 49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0%，基数走

高下较上月回落 12.3 个百分点；自东盟进口 396.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5%，较上月大幅

回落 13.2 个百分点。此外，RCEP 贸易伙伴国进出口维持高位，12 月，我国对其余 14 个

RCEP 成员国合计出口占比较上月略回落 0.7 个百分点至 25.5%，自 RCEP 伙伴国进口占比

与上月基本持平。2022 年 1 月 1 日，对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中国、

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10 国正式生效实施，韩国将于 2 月 1 日加入到生效实施中，剩余

成员国也将在完成国内批准程序后陆续生效实施，预计我国纺织服装、轻工产品、汽车零部

件及农产品等行业出口或进入快车道，同时直接利好跨境电商、相关港口及航运等领域。以

美元计，12 月我国与欧盟、美国、日本进口总额同比分别回落回落 2.91%、增长 3.3%、回

落 3.87%，较前值分别下降 7.13、18.75 和 18.22 个百分点；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5.65%、

21.21%、8.56%，较前值分别下降 7.81、回升 15.94 和回落 4.02 个百分点。12 月我国与欧、

美、日进、出口增速变化较大，大部分原因在于基数的变化，此外也与海外生产能力有所恢

复有关，前期补偿性出口增速回落。短期奥密克戎变种毒株或给海外供应链带来压力，美国、

欧盟、日本 12 月份 PMI指数分别为 58.7%、58.0%、54.3%，较 11 月都有所回落，但位于

枯荣线以上。另外，1 月美国高管对于中美贸易协定提出要求，但此事尚未有定论，目前仍

在对话中，建议持续关注中美经贸关系变化。 

图 3：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情况（以美元计）  图 4：美欧日制造业持续复苏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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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电产品成为最主要出口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单月表现

较好  

出口结构调整明显，从出口商品看，全年稀土、肥料、钢材、汽车增速最快，12 月单

月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表现较好。2021 年，机电产品成为了最主要的出口产品，2021

年机电产品占整体出口的 59%，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28.9%，仅有粮食、纺织纱线、织物及其

制品的出口金额同比增速为负值，其他主要商品都实现较快正增长。其中，粮食、未锻轧铝

及铝材、粮食、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手机的出口金额增速较 1-11 月都扩大 1.0 个百分

点以上，而其他品类产品出口金额增速较前值有所放缓或变化不大。单月来看，12 月，与我

们预估一致，大多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金额增速继续放缓，海外疫情影响下，包括口罩在内

的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出口金额增速提升，高附加值的产品如高新技术产品等的出口情

况较好，部分商品出口增速也受到基数效应影响。具体来看，灯具、照明装置及类似品、服

装及衣着附件、箱包及类似容器、家具及其零件、塑料制品 12 月出口增速分别为-2.20%、

14.50%、24.19%、-3.98%和 1.08%，较前值下降 10.75、8.32、4.75、5.87 和 3.71 个百分

点，海外节日因素消退、产需缺口缩小是主要原因；受基数回升、出口配额调整等因素影响，

本月成品油出口金额同比较前值大幅回落 54.06 个百分点至 57.15%；受国内生产向好，海

外供应链问题仍在持续的影响，机电产品、手机、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件、高新技术产

品的出口金额分别回升 1.15、52.92、3.00 和 8.9 个百分点至 18.12%、33.19%、22.40%和

23.08%，基数影响下集成电路同比增速回落；本月肥料同比增速仍回落较多，供给端紧张再

加上能耗双控政策持续影响，生产受限影响肥料出口。 

12 月出现的奥密克戎毒株对我国出口增速形成支撑，不同产品基数变化较大且分化，使

得本月不同产品增速变化较大。短期供应紧张、价格仍高等问题仍存，将对我国出口形成支

撑，航运成本高等不利因素或逐渐改善。预计 2022 年一季度出口仍较为强劲，但基数明显

走高下增速将放缓。 

图 5：1-12 出口增速加快前十位商品  图 6：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回升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4 全年高新技术、资源类产品进口稳步增长，当月原油进

口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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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年粮食进口增速较快，12月粮食进口同比量价齐升。2021 年 1-12 月，在粮

食安全战略的引导下，我国粮食进口量为 16454 万吨，同比增长 18.1%，进口金额大幅上升

49.2%，较 1-11 月份增速减慢 0.8 个百分点；其中，2021 年 1-12 月大豆进口数量同比减少

3.8%，进口金额同比增速较前值回升 2.4 个百分点至 35.4%。单月看，受春节临近等因素拉

动，12 月粮食进口量为 1360 万吨，同比增长 1.35%，较 11 月增幅上升 8.96 个百分点，进

口金额涨幅较上月回升 15.1 个百分点至 40.8%，环比增长 6.1%。我国要坚持不懈抓好粮食

生产，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才能掌握进口的稳定性和主动权，抵御国际粮价上涨带来

的输入性通胀风险，预计未来粮食进口将维持在较平稳的水平。  

铁矿砂、铜矿砂、煤等上游商品进口数量环比下降，但铜矿砂、煤进口金额同比增速较

快。2021 年 1-12 月，除粮食外，铁矿砂及其精矿、铜矿砂及其精矿、煤及褐煤、天然气等

上游主要资源类产品，以及空载重量超过 2 吨的飞机的进口金额同比增速都超过 45%，其他

品类进口金额同比也都为正值，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金额增速在 20%以上的高位

区间；进口量方面，受海外供应短缺、国内双控政策及价格端因素影响，原油、成品油、肥

料、初级形状的塑料、天然及合成橡胶（包括胶乳）、原木及锯材、纸浆、钢材、未锻轧铜

及铜材、液晶显示板的进口量都在低于-2%的区间。单月来看，12 月，以美元计，铁矿砂、

铜矿砂、煤及褐煤、成品油等主要上游产品环比 11 月量价同减，尤其是煤的进口回落较多，

在海外原油价格高位回落后，原油进口量价齐升；同比看原油、成品油进口量减价升，铁矿

砂量价同减，铜矿砂、煤及褐煤进口量减价升。12 月，持续受到澳大利亚铁矿石政策、环保

政策等影响，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金额较环比继续下降 26.52%，同比较前值回落 26.75 个

百分点至-24.82%；大宗商品价格高位回落，国内保供稳价政策效果显现，基数变化等多重

因素作用下，铜矿砂及其精矿、煤及褐煤、成品油、原油进口金额同比分别上升 46.82%、

173.18%、60.33%和 1114.24%，增速分别较上月降 10.85、589.40、42.12 和升 34.19 个

百分点，进口数量同比分别上升 9.57%、-20.80%，-14.83%和 1.19%，增速分别较前值降

10.10、208.84、25.77 和升 27.81 个百分点。煤供应较充足，进口量价回落明显。其他商品

方面，基数回落幅度较大的前提下，肥料进口金额同比增速仍然下降较多，进口金额同比增

幅缩窄 53.30 个百分点，2022 年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总量为 1365 万吨，与 2021 年持平；钢

材进口量价环比 11 月缩减也较多，一方面由于季节性因素导致，另一方面也与国内双控政

策有关；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金额环比上升 2.72%，集成电路进口量减价升，机床进口量升价

减；海外芯片短缺持续影响汽车行业，12 月汽车（包括整套散件）进口金额和数量都有缩减。

短期预计海外疫情对进口仍有冲击，且 2021 年初进口增速基数明显抬升，后续进口增速或

放缓明显。 

图 7：我国粮食进口回升  图 8：煤及褐煤同比大幅缩减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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