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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出口增速不及预期，疫情影响显现。按美元计，1-4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额同比增长 10.1%，较前值下降 2.9个百分点。其中受国内疫情影响，出口

累计增速回落 3.3 个百分点，进口累计增速回落 2.5 个百分点。4 月单月我国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2.1%，增速较上月下降 5.4 个百分点，环比下

降 1.7%，出口同比回落 10.8个百分点，幅度较大，进口增速与去年同期持平。

国内疫情形势导致部分地区生产放缓，而全球主要经济体仍在复苏中，近期可

能有部分订单转移的现象。4月中旬以来，我国疫情整体呈持续波动下降态势，

5 月若国内疫情控制得当出口或有所恢复，但整体仍将偏弱。 

 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相对较稳定。东盟仍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1-4月

我与东盟贸易总值较去年同期增长 9.4%，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4.6%。其中，

对东盟出口增长 11%，自东盟进口同比增长 7.5%。欧盟为我第二大贸易伙伴，

1-4 月我国与欧盟贸易总值增长 8.9%，较前值回落，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

13.8%。其中，自欧盟进口下降 6.6%，低于总体增速 13.7个百分点，欧洲供

应链受打击严重，我国自欧盟的进口持续减少。美国、韩国分别为我国第三和

第四大贸易伙伴。4月单月我国与东盟、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同比增速都

有所下滑，自东盟进口和美国进口的同比增速有所回升。另外，我国与 RCEP

国家贸易关系稳定。 

 俄乌冲突下铝出口仍强劲，疫情等影响机电产品出口。1-4月，在全球经济复

苏，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全球供应链，人民币贬值等因素作用下，除粮食、家用

电器、音视频设备及其零件和船舶外，其他主要品类的出口商品金额同比增速

都是正值。1-4 月出口增速提高的主要涉及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与俄乌冲突相

关的金属产品；但肥料、钢材、机电产品、汽车（包括底盘）等出口金额同比

增速都有明显下滑，一方面与基数波动相关，另一方面与全球供应链仍较紧张

和国内疫情对部分产业造成负面影响有关。后续俄乌冲突和人民币汇率仍对我

国出口形成支撑，但国内疫情压力仍将对物流和生产造成影响，5月或有所缓

和，且后续基数逐渐下降，预计短期出口增速或有所回升。 

 粮食、煤进口上升明显，春耕驱动肥料进口上升。4月粮食进口同比量价齐升，

环比 3月进口数量和金额也有较大增长，一方面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受损，

国际粮价提升；另一方面基数回落，在加上国内近期散点疫情形势较严峻，粮

食产需发生变化，预计未来粮食进口增速继续稳中有升。在主要中上游商品方

面，除煤及褐煤、原油、稀土外，其他商品 1-4月进口金额同比增速较前值都

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对煤炭实施税率为零的进口暂定税率对煤进口有所提振，

但预计拉动有限；在春耕的驱动下，肥料进口金额同比上升。高新技术产品、

机电产品进口金额环比回落较多。预计后续地缘政治风险仍将持续影响进口，

下月进口增速基数明显升高，进口金额同比增速或继续放缓。 

 风险提示：疫情控制不及预期，地缘冲突超预期，复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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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口增速不及预期，疫情影响显现 

受疫情影响进出口增速回落，4 月外贸数据不及预期。按美元计，1-4 月份我国货物贸

易进出口总额 1975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1%，较前值下降 2.9 个百分点。其中，1-4 月

份出口累计 10943.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增速较 1-3 月回落 3.3 个百分点，受国内

疫情影响，我国出口增速有所下降；进口方面，1-4 月进口累计 8814.2 亿美元，增长 7.1%，

增速回落 2.5 个百分点，受到海外通胀高企和基数的影响，进口增速进一步下降；贸易顺差

2129.3 亿美元，增加 42.3%。贸促会日前发布调研报告显示，外贸企业正面临四方面困难：

海运费居高不下；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全球供应链瓶颈尚未缓解，芯片等重要原材料短

缺持续困扰企业；以及俄乌冲突影响。单月来看，4 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 496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增速较上月下降 5.4 个百分点，自 2020 年 6 月以来连续同比正增

长，但较 3 月环比下降 1.7%；4 月出口总值为 273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9%，增速回落

10.8个百分点，回落幅度较大；而进口总值 2225.0亿美元，与去年同期持平，环比下降 2.8%。

贸易顺差持续走宽，顺差额为 511.2 亿美元，去年同期顺差为 428.6 亿美元。国内疫情形势

导致部分地区生产放缓，而全球主要经济体仍在复苏中，近期可能有部分订单转移的现象。

4 月中旬以来，我国疫情整体呈持续波动下降态势，5 月疫情影响或有所缓和，出口增速或

逐渐回升。 

4 月，与之前判断一致，进出口延续偏弱态势，5 月若国内疫情控制得当出口或有所恢

复，但整体仍将偏弱势。首先，从基数上看，去年 5 月的进口增速回升，但出口增速回落明

显；其次从 PMI 数据来看，新出口订单连续 12 个月和进口指数连续 11 个月低于荣枯线以

下，在订单层面侧面说明，企业进出口订单增长不强；再次，短期国内疫情、大宗商品价格

仍高和全球供应链瓶颈等因素存在。5 月 5 日，国常会确定五大方面推动外贸保稳提质措施：

一要着力保订单和稳定重点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进出口；二要有力有序疏通海空港等集疏

运，提高作业和通关效率；三要尽快出台便利跨境电商出口退换货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跨

境电商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四要加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信贷投放，支持银行对暂时受困

的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梳理一批亟需资金的予以重点支持；五要优化广交会等平台服

务，加强与跨境电商联动互促。此外，人民币汇率短期贬值将在一定程度上支撑我国出口。 

图 1：进口当月同比增速落至负值区间   图 2：PMI 新出口订单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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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相对较稳定 

东盟仍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自欧盟进口减少明显。1-4 月，东盟为我第一大贸易伙

伴，我与东盟贸易总值为 2892.72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9.4%，较前值放缓 1.3 个百分

点，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4.6%。其中，对东盟出口 1621.77 亿美元，增长 11%，较前值上升

2.2 个百分点；自东盟进口 1270.95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7.5%，较 1-3 月放缓 1.3 个百

分点；对东盟贸易顺差 350.82 亿美元。欧盟为我第二大贸易伙伴，1-4 月我国与欧盟贸易总

值为 2723.78 亿美元，增长 8.9%，较前值回落 3.3 个百分点，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 13.8%。

其中，对欧盟出口 1788.42 亿美元，增长 19.3%，较前值回落 4 个百分点，但高于总体出口

增速 6.8 个百分点；自欧盟进口 935.36 亿美元，下降 6.6%，低于总体增速 13.7 个百分点，

欧洲供应链受打击严重，我国自欧盟的进口持续减少，对欧盟贸易顺差 853.06 亿美元。美

国、韩国分别为我国第三和第四大贸易伙伴，1-4 月，我国与美、韩出口金额同比分别增加

14.9%和 14.7%，均高于前值，也高于总体出口增速；进口同比分别增加 0.3%和 7.8%，远

低于前值的 8.3%和 13%。单月来看，我国与东盟、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同比增速都有

所下滑，自东盟进口和美国进口的同比增速有所回升，具体来看，我国 4 月与东盟进出口总

额为 769.84 亿美元，与欧盟进出口总额 665.16 亿美元。4 月我国对东盟、欧盟、美、日的

出口增速分别为 7.58%、7.91%、9.42%和-9.39%，分别较上月下降 2.8、13.52、12.96 和

19.1 个百分点；对东盟、欧盟、美、日的进口增速分别为 4.45%、-12.52%、-1.24%和-15.13%，

较前值上升 1.75、-0.9、10.71 和-5.36 个百分点。 

其他贸易伙伴方面，我国与 RCEP 国家贸易关系较稳定。1-4 月，我国与拉丁美洲进出

口总额同比增加 11.6%，出口增速为 16.7%，与非洲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7%，其中出口增

加 13%，进口增加 22.2%，均超过与之对应的整体贸易情况。自今年 1 月 1 日 RCEP 正式

实施以来，我国与 RCEP 国家在进出口方面合作愈加紧密，1-4 月我国与 RCEP 国家进出口

总额为 6032 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 30.53%，较 1-3 月略回落 0.61 个百分点。单月来看，

我国对 RCEP 国家出口总额占总出口比为 27.90%，进口总额占总进口比为 34.69%，较前

值占比分别增加 0.22 和减少 1.55 个百分点。RCEP 的政策红利或持续发挥作用，涉及到的

地区与国家的贸易潜力未来将会得到进一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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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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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乌冲突下铝出口仍强劲，疫情等影响机电产品出口 

从出口商品看，多重因素提振，劳动密集型产品表现相对较好。1-4 月，在全球经济复

苏，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全球供应链，人民币贬值等因素作用下，除粮食、家用电器、音视频

设备及其零件和船舶外，其他主要品类的出口商品金额同比增速都是正值。其中，稀土、箱

包及类似容器、鞋靴、未锻轧铝及铝材、灯具、照明装置及其零件等 1-4 月出口金额同比增

速都较前值有所提高，出口增速提高的主要涉及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与俄乌冲突相关的金属

产品；但肥料、钢材、机电产品、汽车（包括底盘）等出口金额同比增速都有明显下滑，一

方面与基数波动相关，另一方面与全球供应链仍较紧张和国内疫情对部分产业造成负面影响

有关。单月来看，在人民币汇率贬值、海外较强劲需求的拉动下，4 月大多劳动密集型产品

出口环比量价齐升，但国内疫情及全球供应链压力影响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高附加值

产品的出口金额环比回落。具体来看，灯具、照明装置及类似品，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

服装及衣着附件，家具及其零件，塑料制品，箱包及类似容器在 4 月出口金额增速分别为

9.77%、0.86%、1.89%、-3.04%、9.72%和 30.79%，在基数上升明显下，较前值分别微落

0.09、回落 21.38、8.61、10.14、11.11 和 1.86 个百分点，但鞋靴和玩具出口金额同比增速

分别加快 1.34 和 3.80 个百分点。与上月趋势一致，在俄乌冲突拉升我国铝出口需求，4 月

未锻轧铝及铝材出口数量同比大增 78.91%，基数上升的背景下增速较前值继续回升 3.33 个

百分点。俄乌冲突、俄罗斯暂停化肥出口影响下，4 月化肥出口数量同比下降 41.35%，持

续 3 个月同比降幅在 40%以上，另外钢材出口数量同比下降 37.55%，连续两个月同比下滑

超过 30%。另外，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金额同比分别回落 5.00%和 0.12%，较 3

月增速回落 14.59 和 11.05 个百分点，环比也有所回落，通用机械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及其零部件也有同样趋势。一方面国内散点疫情对部分行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地

缘政治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造成打击，芯片等供应仍趋紧。  

4 月出口主要商品主要受到国内疫情、海外需求以及人民币汇率多因素影响。4 月，海

外较强劲的需求、人民币汇率贬值都对我国出口形成支撑，但国内散点疫情对部分产品供应

链负面影响显现，本月出口产品表现分化。短期供应紧张、价格仍高等问题仍存，也将对我

国出口形成支撑。但航运成本高等不利因素也将持续对相关行业的出口。预计后续出口仍强

较为强劲，但增速或将继续放缓。我国 4 月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分别较 3 月回落 5.6

和 4.0 个百分点至 41.6%和 42.9%，后续俄乌冲突和人民币汇率仍对我国出口形成支撑，但

国内疫情压力仍将对物流和生产造成影响，5 月或有所缓和，且后续基数逐渐下降，预计短

期出口增速或有所回升。 

图 5：未锻轧铝及铝材出口金额同比增速继续加快  图 6：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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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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4 

4 粮食、煤进口上升明显，春耕驱动肥料进口上升 

与我们上月预期一致，进口金额同比增速继续放缓，粮食进口同比量价齐升，环比 3月

进口数量和金额也有较大增长。4 月粮食进口量为 1360.4 万吨，同比上涨 3.14%，增速较

上月扩大 8.7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 13.38%，以美元计，粮食进口金额同比大幅上升 28.27%，

基数回落、疫情影响国内需求较强增速较前值涨幅扩大 16.64 个百分点，粮食进口金额环比

大幅上升 22.63%；其中，大豆与粮食的进口趋势一致，4 月大豆进口金额同比上升 32.38%，

增速较上月大幅回升 30.96 个百分点，进口数量同比增速较前值回升 26.72 个百分点至

8.44%。粮食进口上升，一方面海外受疫情、极端天气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影响，全球粮

食产业链供应链受损，国际粮价提升；另一方面基数回落，在加上国内近期散点疫情形势较

严峻，粮食产需发生变化，预计未来粮食进口增速继续稳中有升。 

煤及褐煤、原油进口增速加快，肥料进口上升明显。在主要中上游商品方面，除煤及褐

煤、原油、稀土外，其他商品 1-4 月进口金额同比增速较前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4 月，

以美元计，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环比 3 月量减价增，铜矿砂及其精矿、成品油量价齐减，原

油、天然气进口量增价减，煤及褐煤量价齐升幅度加大。同比来看，4 月铁矿砂及其精矿进

口金额同比下降 28.57%，基数下降较多下，增速较 3 月回升 5.39 个百分点；铜矿砂及其精

矿、机床进口金额分别同比上升 12.49%、-13.08%，基数回落较多的背景下增速仍下降 2.59

和 2.53 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为加强能源供应保障，推进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关税税

则委员会按程序决定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对煤炭实施税率为零的进口

暂定税率，当前国际煤炭市场供求关系偏紧，国际煤炭价格高位运行，此举有利于降低进口

煤采购成本，提高相关企业的采购积极性，但目前国内电企补签长协煤的价格要低于进口煤，

因此即使关税降为零，多数电企也将优先选择国内煤，对进口煤的增量拉动有限；在春耕的

驱动下，4 月肥料进口金额同比上升 52.18%，基数回升下增速较前值加快 33.71 个百分点，

环比上升 17.15%，进口数量环比上升 6.7%。其他商品方面，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金额环比回

落 10.26%，机电产品进口金额环比回落 7.64%，集成电路、汽车（包括底盘）等进口金额

环比回落也较多。预计后续地缘政治风险仍将持续影响进口，下月进口增速基数明显升高，

进口金额同比增速或继续放缓，中长期在供应链修复、国内需求增长的拉动下，进口有望实

现恢复性增长。 

图 7：我国粮食进口金额同比增速回升   图 8：煤及褐煤同比增速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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