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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韧性复工复产步伐加快，进出口增速回暖 

  
出口增速降幅较大，进口与去年同期持平                            

                                 ——杨盈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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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同比
(%) 

贸易差额 

（亿美元） 

官方数据 3.9 0.0 511.2 

北大国民经济

研究中心预测 
7.3 1.9 561.36 

Wind 市场预测

均值 
5.3 -2.5 561.90 

要点 

● 国内供应链和出口运输受疫情影响，出

口增速大幅回落 

● 受国内疫情持续影响，进口与去年同期

保持相同水平 

● 未来仍需关注国内疫情对进出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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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2 年 4 月，按美元计，中国进出口总值 496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其中，出口

273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9%；进口 2225.0 亿美元，与上年同期持平，同比增长 0%；贸易

顺差为 51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05%。总体来看，4 月份出口增速由双位数增长变为个位

数增长，下降幅度较大，进口增速略微回暖 0.1%。出口方面，4 月份国内疫情再次散点式暴

发，封控措施升级，国内供应链和出口运输受到较大影响，加快海外订单回流，出口下行压

力增大。进口方面，大宗商品价格保持上涨，价格因素仍是支撑进口的重要因素，同时国内

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利于中国进口增速缓慢回暖。但 4 月份多个地区疫情严重，持续受国

内疫情影响，国内生产需求和消费需求进一步大幅削弱，制造业景气延续回落趋势，叠加去

年同期高基数效应影响仍对进口形成一定压制，4 月进口与去年同期保持相同水平。 

   

图 1 进出口额增速：当月同比（%） 图 2 中国贸易差额：当月值（亿美元）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正  文 

国内供应链和出口运输受疫情影响，出口增速大幅回落 

2022 年 4 月，中国出口 273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9%，较 3 月份回落 10.8 个百分比，

出口下行压力增加。这主要是因为 4 月份国内疫情散点式暴发，上海等地疫情封控措施升

级，上海作为中国重要的港口，不仅承担自身的出口也承担其他省份的出口，对出口运输造

成较大影响，同时国内疫情管控或将对出口企业生产开工造成较大影响，国内生产供应链稳

定性降低，叠加东盟国家复工复产进程推进，海外订单回流加快，出口下行压力大。同时去

年同期出口基数处于高位，出口增幅下行压力增大。此外，从我们的预测结果来看，出口增

速回落的趋势的确符合我们的预期，但回落幅度略高于我们的预期，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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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时低估了去年同期高基数效应对本期出口增速的压制效应；另一方面随着疫情封控措施

的持续，港口出口货源储备减少，对出口的保障作用降低，国内疫情对出口的影响逐渐显现。 

从 4 月份的出口国别来看，中国对欧盟、美国、东盟和日本出口的当月同比增速分别为

7.91%、9.42%、7.58%和-9.39%，增长速度较前值均有较大幅度回落，其中对日本的出口增

速由正转负，除了受中国国内疫情的影响之外，主要与海外需求回落有关，欧元区 4 月份制

造业 PMI 为 55.5，低于前值；日本 4 月份制造业 PMI 为 53.5，较前值下降 0.6 个百分点。 

   

图 3 中国对主要经济体出口同比增速（%） 图 4 全球制造业 PMI（%）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从 4 月的出口商品来看，中国出口机电产品 1545.46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水平持平，占

中国出口总额的 56.49%，仍是中国出口主力，同比增长-0.12%，低于出口同比增长 3.9%，

对出口增速形成拖累，其中出口集成电路 118.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3%。高新技术产品出

口为 723.24 亿美元，同比增长为-5.00%，由正转负。4 月份国内疫情持续对以上海为代表的

众多城市的企业的开工生产造成负面影响，同时受去年同期高基数效应影响，中国机电产品

出口增速同比由正转负。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箱包及类似容器出口为 26.35 亿美元，同比增

长 30.79%；鞋靴出口为 37.8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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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主要出口商品出口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受国内疫情持续影响，进口与去年同期保持相同水平 

2022 年 4 月，中国进口 2225.0 亿美元，与上年同期保持相同水平，同比增速略微回暖，

由负增长转变为 0%，高于市场预期。这主要是由于 4 月份国内疫情仍在持续，多个地区疫

情严重，进一步削弱国内生产需求和消费需求，制造业景气延续回落趋势，4 月制造业 PMI

为 47.4%，较上月下降 2.1 个百分点，持续位于荣枯线之下，生产仍旧处于收缩区间。数据

显示，中国 4 月进口 PMI 为 42.9，低于前值 4 个百分点，并且位于荣枯线下，表明进口需

求仍旧不足。同时，4 月份上海疫情防控措施升级，进口通关报关延迟，叠加去年同期基数

相对较高，持续压制进口增速，而 4 月进口增速高于市场预期的主要原因在于价格因素的支

撑。此外，从我们的预测结果来看进口增速回升的趋势的确符合我们的预期，但回升幅度低

于我们的预期，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在进行预测时低估了去年同期高基数效应 4 月进口增

速的压制效应之外；二是本轮疫情仍在扩散，对国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仍在持续；

三是国内稳增长政策对进口的支撑作用具有时滞性，尚未完全显现。 

从 4 月的进口国别来看，中国对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东盟和新西兰进口的同比增

速分别为-1.24%、-12.52%、-15.13%、-5.61%、4.45%和-12.23%。数据显示中国对东盟的进

口增速优于其他国家，进口仍旧主要依靠 RCEP 成员国支撑，RECP 协议对中国进口增速持

续形成支撑，同时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增速有所回升。 

从 4 月的进口商品来看，大宗商品方面，铁矿砂及其精矿、原油、煤及褐煤、天然气、

钢材的进口量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7.1%、-4.8%、-16.2%、-8.9%和-14.7%；农产品方面，粮

食进口同比增速为-0.3%，将上期回升 1.2 个百分比，肉类进口同比增速为-36.3%，较上期回

升 0.2 个百分比。 

20.45

30.79

-0.12

-5.00

-100

-5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出口金额:农产品:当月同比 出口金额:箱包及类似容器:当月同比

出口金额:机电产品:当月同比 出口金额:高新技术产品:当月同比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图 6 中国主要 PMI 指数（%） 图 7 中国对主要经济体进口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图 8 中国主要商品进口同比增速（%） 图 9 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未来仍需关注国内疫情对进出口的影响 

展望未来，出口方面，预计出口增速在短期内仍将维持景气增长，全年出口或将呈现前

高后低的走势，对经济的支撑作用逐渐降低。未来出口走势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一是海外

需求状况，短期内海外需求的基本面仍然有保证，海外供需缺口仍存在，但地缘冲突持续，

全球通胀压力加大，高通货膨胀和流动性紧缩等因素增加国外需求的不确定性和海外经济衰

退的可能性，出口需求或受到拖累。二是国内国外疫情情况，一方面因疫苗接种普及和全球

疫情缓解，复产复工提上日程，全球供应链恢复，海外供需缺口或将进一步收窄，中国出口

替代效应趋弱；另一方面近期新一轮疫情暴发，多个地区疫情严重，疫情防控措施升级，严

重影响出口运输和国内供应链，加快海外订单回流速度。三是国家稳外贸政策，近期政府出

台了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大力促进出口外贸稳增长，4 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稳住外资外

贸基本盘，预计在国家稳外贸政策逐渐发力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将维持韧性。 

进口方面，预计进口增速短期内处于低位，长期缓慢回稳。未来进口走势主要受以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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