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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仍主导全球供应，顺差创新高 
  

——2021 年 12 月外贸数据点评 
 
[Table_Industry] 日期: 2022 年 1 月 19 日  

 
 
[Table_Summary] 
 主要观点 

出口强韧，进口回落 

12月出口同比继续回升，两年平均有所下降，但整体表现仍超预期。

海外需求仍在高位，12月欧美制造业景气指数都在高位，特别是欧美

节日需求增长。美国12月进口景气指数回升，从中国进口节日用品增

加，拉动中国出口额持续增长。 

进口有所回落，从两年平均增速来看，主要商品进口量增速有所下

滑，但煤炭进口持续高增，原油、铜的进口也有小幅回升。12月主要

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量价共同作用下，主要商品进口额除原油、

煤炭、汽车、铜之外均有回落。 

贸易结构优化，疫情带动高科技产业发展 

12月，一般贸易持续主导外贸增长。疫情限制接触型贸易，跨境电子

商务增长带动电脑与信息技术行业相关产品出口增长。 

顺差再创新高，资金流入中国不变 

中国外贸形势向好，顺差再创新高，在当前被美联储加息预期持续巩

固档口，资金流入中国资金的趋势不变，中国基准货币投放环境相对

平稳态势不变。降息出台后，进一步支持企业降低成本。 

外贸高光时刻或渐消 

虽然当前出口强韧延续，但我们认为2022年外贸的高光时刻将过去。

得益于抗疫的全球“优等生”地位，中国外贸连续享受了2年抗疫成功

的红利；2022年各国逐渐“解封”将渐普及，这意味着海外生产将逐

渐恢复，因疫情而起的对中国生产的高依赖将逐渐减弱至正常。另一

方面，海外高需求得以延续的救助政策也将逐渐退出，外贸需求也将

逐渐下降。虽然中国外贸增长面临回落，进出口规模都将下降，但由

于贸易条件变化，顺差或仍将保持高位。 

 

 风险提示 

供应难题超预期延长，海外需求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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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件：12 月份外贸数据公布 

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中国 2021 年 12 月出口（以人民币

计）同比增长 17.3%，预期 16.3%，前值 16.6%；进口增 16%，

预期 23.6%，前值 26%；贸易顺差 6046.9 亿元，前值 4606.8 亿

元。 

 

2  事件解析：数据特征和变动原因 

2.1  出口强韧，进口回落 

12 月出口同比继续回升，两年平均有所下降，但整体表现仍

超预期。海外需求仍在高位，12 月欧美制造业景气指数都在高位，

特别是欧美节日需求增长，美国 12 月进口景气指数回升，从中国

进口节日用品增加，拉动中国出口额持续增长。 

进口有所回落，从两年平均增速来看，主要商品进口量增速

有所下滑，但煤炭进口持续高增，原油、铜的进口也有小幅回升。

12 月主要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量价共同作用下，主要商品进

口额除原油、煤炭、汽车、铜之外均有回落。 

图 1 12月进口、出口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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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贸易结构进一步改善 

12 月，各类贸易方式增速有较多回升。前 12 个月，一般贸易

进出口占比持续提升。前 12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24.08万亿

元，同比增长24.7%；其中，出口增长13.24万亿元，增长24.4%；

进口增长 10.84 万亿元，增长 25%。 

新型外贸结构进展较快，在疫情限制接触消费增长的情况下，

跨境电商成为销路运转的关键贸易方式，在保订单、保市场、保

份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中国参与到全球竞争中，电子

商务发展或成为关键的突破口。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我

国跨境电商进出口1.98万亿元，增长15%；其中出口1.44万亿元，

增长 24.5%。12月，国常会提出进一步鼓励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

发展。增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培育一批离岸贸易中心城

市。政策支持新型贸易方式的发展，未来贸易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带动外贸新的增长。 

图 2主要贸易类别出口额（亿元） 

 
资料来源：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2.3  节日刺激出口增长 

与海外经济景气度指数 PMI 走势一致，除美国外，各主要经

济体从中国进口商品总额都有一定程度下滑。12 月奥密克戎冲击，

叠加全球供应瓶颈削弱经济景气度，中国对各主要贸易国出口额

当月一定程度回落，但整体来看表现平稳。 

美国仍是中国主要的进口方，其次是欧盟与东盟。12 月，美

国经济遭遇通胀与供应瓶颈，制造业景气指数下滑。但是，圣诞

季节日需求拉动美国从中国进口需求提升，12 月美国制造业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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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进口景气指数明显回升，对中国节日礼品需求增加，拉

动从中国进口额增涨。 

图 3中国对主要国家出口金额增长情况（亿美元）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从外需强劲程度来看，从中国进口的主要经济体 12 月外需仍

在高位。美国经济复苏是领先于全球主要国家，同时，12 月，美

国通胀持续高涨、供应瓶颈难题不见缓解，主要是运输服务业景

气度不足，经济景气度高位下滑，但是，美国较欧元区、英国、

日本的经济景气指数都为高。12 月美国经济基础较为强劲，加上

节日需求拉动，美国外需相对较强，支撑我国出口平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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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主要贸易伙伴 PMI(%)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2.4  电子商务发展带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海外煤炭供应

提升 

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家电、汽车以及信息技术产品与软件

为主的机电产品继续支撑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此外，劳动密集

型产品如服装等纺织品、口罩等防疫物资以及玩具等，也仍主导

我国出口增长。12 月，海外节日需求旺盛，消费品需求拉动礼品

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的增长。 

除了机电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我国出口增长形成支撑外，未

来借助全球产业链调整与升级，高新技术产品带动海外电子商务

以及服务外贸的发展，或将开辟新的出口增长机会。今年中国高

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持续上升。由于疫情对接触型消费形成制约，

电子商务成为替代性选择。疫情以来，电子商务成为新的贸易增

长点，带动电子产品、计算机与软件相关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较

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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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情况（万美元）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当前备受关注的国际大宗商品、原料供应难题，是各国重点

应对的挑战。12 月份，主要大宗商品原材料煤、石油、天然气的

进口增速仍较快。整体上海外煤炭供应整体增长稳定，较疫情前

供应增速略高。我国煤炭的产量与消费量都居全球首位，进口的

增加，配合国内保供稳价措施，有利于保障国内供应链安全。 

图 6中国进口重点商品（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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