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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022 年 6 月进出口恢复显著 

身处俄乌冲突、全球货币政策紧缩速度快于预期以及通胀担忧升温

的大环境之下，中国经济也开始走出疫情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阴影，

正将有效经济措施应用尽用以确保下半年经济增长。在外部环境不

确定性与日俱增之时，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逐渐加大，发展前景堪忧。不过，中国 6 月

以人民币计价出口额同比增速升至 22%。6 月进口增速也较上个月

提升 2%，进口持续好转。进出口增速持续反弹，反映出中国疫疫

情持续平稳带动经济恢复，同时 4 月份因上海静态管理导致的进出

口积压也继续缓解，带动出口。展望未来，西方许多国家表态“与

新冠病毒共存”，希望重新开放当地经济并解除相关的防疫封锁措

施。不过高企的通胀和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则则降低当地居民的消

费需求，同时零售商则陷入库存过多困境，或将进一步压缩未来潜

在需求。我们看到，随着一系列措施的发布与实施，且疫情放缓为

各刺激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平台，中国经济正快速回归正常。我们

预期 4 月因静态管理积压的订单将在 7 月基本交付完成，余下时间

因原材料价格保持高位、2021 年同期出口高基数，出口将面临一

定不确定性，但稳外贸政策以及内外贸一体化政策的出台将保证出

口作为经济增长支柱的地位。 

二季度进出口与一季度基本持平。2022 年二季度，以人民币计价

进出口总值 10.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8.24%；出口额为 5.92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3%；进口额则为 4.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3%；贸

易顺差则较去年同期增长 65.19%至 1.44 万亿元。具体到 6 月，以

人民币计价进出口总值 3.7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3%；出口额为

2.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进口额则为 1.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贸易顺差则较去年同期增长 95%至 0.65 万亿元。分地区来

看，6 月东盟、欧盟、美国仍然是中国的核心贸易伙伴。进口方面，

中国 6 月从东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较多，其中从东盟进口金

额增速较 5 月上升 13 个百分点左右。不过，疫情仍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中国内需，导致飞机、食用植物油、汽车和汽车底盘降幅明显，

而矿物肥料及化肥、原油、鲜、干水果及坚果则涨幅明显，显示价

格稳定在高位的大宗商品仍是带动中国进口金额增长的主要动力。

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外贸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随着复工复产的

有序推进及经济措施的应用尽用，二季度进出口增速也基本与一季

度持平，显示外贸在 6 月基本回到正常水平。但地缘政治的加剧和

全球疫情小幅度反复继续对供应链等多方面构成压力，为未来中国

进出口增速增加不确定性。而进口方面则因为储蓄意识的提高和内

需疲软的持续影响，进口商品需求仍持续低于一季度水平。总而来

说，对外贸易活动的增长势头保持出多进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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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受控影响，中国 2022 年二季度，
以人民币计价进出口总值 10.38 万亿
元，同比增长 8.24%；出口额为 5.92万
亿元，同比增长 13%；进口额则为 4.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3%。 
 

 中国 6月出口持续反弹。从产品类别
看，海外防疫措施放开仍是带动消费的
主要动力，但价格仍是增速的主要推动
力，显示欧美高通胀和激进的货币紧缩
政策已降低当地进口需求。不过，新能
源汽车需求仍将为中国出口增速奠定坚
实基础。 

 
 随着各稳经济措施的落地，6 月进出口

已恢复常态，但 4月积压的订单仍将在
7 月继续带动进出口增长，但经济下行
压力增大和下半年的高基数效应或将使
外贸平稳下行。 

 
 随着美联储鹰派加息的落地，人民币强

势势头被打断，有效缓解中国出口压
力，但也导致大宗商品进口端承压，随
着全球央行开始激进缩表，接下来汇率
的波动性将进一步加大，但多部门已注
意到相关情况并出台多项政策降低外贸
受影响程度。 
 

 6 月世界银行下调 2022 年全球经济增长
预测 4.1 个百分点至 2.9%，其中发达经
济体增速下调 2.5个百分点至 2.6%，新
兴市场则下调 3.2个百分点至 3.4%。显
示俄乌冲突对全球的影响或才刚刚开始
显现，和货币政策快速收紧成为今后世
界经济复苏的核心风险 

 

 

 
 
林樵基 
研究部主管 
banny.lam@cebi.com.hk 
(852)2916-9630 
 
张梓源  
分析师  
ryan.zhang@cebi.com.hk  
(852) 2916-9629 

 

 

 简述 

 

 

 

 



 
 

2 
 

6 月出口增速持续反弹。今年 6 月，中国出口额在复工复产持续进

行、物流供应链恢复正常、部分积压订单持续释放等因素带动下，

同比增速持续提升。分类别看，以人民币计价，未锻扎的铝及铝材、

箱包及类似容器、稀土是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分别录得

67.9%、52.7%和 60%，高增长项目则显示出海外地区因防疫措施放

开，供应链开始恢复，带动相关产品需求，但高通胀和货币紧缩政

策使需求降低，增速弱于 5 月。分地区来看，东盟、美国、欧盟 6

月出口金额分别占同期出口总值的 15.72%、16.91%和 15.21%。按

出口金额增速看，美国、东盟增速提升明显，较 5 月提升 9.55 和

9.46 个百分点。不过，随着欧美通胀高企和货币紧缩政策缩减当

地进口需求，且综合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也已处于下行趋势，外需

逐步下降将逐步拖累出口增速。总的来说，尽管供应链瓶颈开始缓

慢恢复正常，但全球疫情面临新一波小高峰，俄乌冲突和对俄制裁

将令全球通胀保持高位，而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则打击消费需求，

为全球经济复苏增加不确定性。不过，尽管面临复杂严峻的内外部

环境，中国 6 月出口增速持续恢复，显示出中国外贸的韧性，同时

自 4 月积压的订单将会继续在 7 月陆续交付，带动未来出口增速；

而欧盟和东南亚对于新能源汽车等产品的强劲需求也将为中国外贸

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人民币汇率缓解外贸压力。2022 年二季度，人民币出现大幅贬值，

兑美元汇率下跌超过 5%。具体来看，中美货币政策立场分化以及

俄乌冲突持续，美元不断走强，加剧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并缓解出

口压力。不过人民币汇率的走弱也将大宗商品价格进口价格稳定在

高位，给国内诸多上游企业带来显著压力。随着美联储鹰派加息立

场和激进的缩表进程持续而中国则在竭力刺激内需释放并稳定经济

增长，人民币汇率将在波动中略微下降。总的来讲，人民币汇率的

走弱缓解了中国出口贸易压力，但大宗商品价格保持高位、国际市

场混乱、地缘政治危机等多因素将继续影响中国 2022 年进出口贸

易形势，而中美在货币政策立场上的分化将持续给汇率带来波动性，

致给出口面临不确定性。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稳健，中国经济

开放吸引外国资金加大对中国商业和金融资产的投资力度，人民币

的汇率稳定性也将得到保证。 

今年外贸将平稳下行。6 月 PMI 分项中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

为 49.5 和 49.2，均处于收缩区间，但较上月上升 3.3 和 4.1，外

贸持续复苏。不过，在国外消费品需求降温、东南亚低端出口替代

现象加强、供应链危机仍未解决等不利因素影响下，中国对外贸易

仍具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中国海关发布的 HS2 进口、出口价格指

数仍维持高位在 112.7 和 109.6，显示价格仍是进出口增速的主要

推动力，而外贸企业利润虽有一定好转，但原材料维持高位仍令中

国企业在处理海外新订单方面面临较大压力。展望今年余下时间，

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仍在，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和进出口基

数增高的情况下，外贸增速在波动中放缓或已成定势。我们相信，

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多部门持续在汇率风险管理、人民币

结算、跨境电商等多方面持续支持外贸平稳发展，且内地疫情形势

逐步好转，利于一系列稳经济政策落地实施，外贸仍将为今年经济

合理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货币政策和俄乌冲突影响仍将持续。2022 年二季度，伴随货币宽

松、劳动力短缺、供应链危机等因素仍未解决，俄乌冲突的影响持

续显现加大，通胀成为全球经济体的主要挑战。美国、澳洲、欧盟

等国均开始缩紧货币政策，而美联储更是开始激进缩表，令本就根

基不稳的全球经济复苏雪上加霜。6月世界银行下调 2022年全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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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预测 4.1个百分点至 2.9%，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速下调 2.5个

百分点至 2.6%，新兴市场则下调 3.2个百分点至 3.4%。我们认为，

此次全球大规模且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不仅使发达经济体陷入滞涨

与衰退的风险之中，更使新兴经济体承受不小的外部压力。展望未

来，俄乌冲突对全球的影响或才刚刚开始显现，和货币政策快速收

紧成为今后世界经济复苏的核心风险，但全球供应链将随着中国复

工复产而逐步修复，或将成为全球经济复苏支柱；中国方面则随着

稳增长措施应出尽出且持续落地，将表现出充足的韧性，保障中国

经济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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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出口同比增长 (%)(按人民币) 
 

图.2: 中国进口同比增长 (%)(按人民币) 

   

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图.3: 中国进出口商品总值同比增长 (%)  图.4: 中国贸易顺差 (美元/ 十亿) 

   

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图.5: 中国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增长(人民币/累计同比%) 
 图.6: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 新出口订单和进口 

   

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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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数据 

 2020 1Q2021 2Q2021 3Q2021 4Q2021 2021 1Q2022 2Q2022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 (同比%) 2.2 18.3 7.9 4.9 4.0 8.1 4.8 - 
         

制造业 PMI (%) 51.9 51.3 51.0 50.0 49.9 50.3 49.9 49.1 

非制造业 PMI (%) 55.7 53.4 54.5 51.3 52.5 52.7 50.4 48.1 
         

出口(人民币/同比%) 4.0 38.7 19.9 14.4 17.8 21.2 13.4 13.3 

进口(人民币/同比%) (0.2) 19.3 32.4 15.7 18.6 21.5 7.6 1.9 

贸易余额 (人民币/十亿) 3634.2 710.0 868.3 1181.1 1612.7 4372.1 1029.7 1478.2 

出口增长 (美元/同比%) 3.6 48.8 30.6 24.2 22.9 29.9 15.8 13.0 

进口增长 (美元/同比%) (0.6) 29.4 44.1 25.4 23.6 30.0 9.8 1.7 

贸易余额 (美元/十亿) 524.0 108.8 134.2 183.1 250.9 676.9 162.9 227.8 
         

消费物价指数 (同比%) 2.5 0.0 1.1 0.8 1.8 0.9 1.1 2.2 

生产者物价指数 (同比%) (1.8) 2.1 8.2 9.7 12.2 8.1 8.7 6.8 
         

固定资产投资(年初至今/同比%) 2.9 25.6 12.6 7.3 4.9 4.9 9.3 - 

房地产投资 (年初至今/同比%)  7.0 25.6 15.0 8.8 4.4 4.4 0.7 - 

工业增加值 (同比%) 2.8 24.6 9.0 4.9 3.9 9.6 6.5 - 

零售额 (同比%) (3.9) 33.9 13.9 5.0 3.5 12.5 3.3 - 
         

新增贷款 (人民币/十亿) 19632.9 7667.9 5084.5 3961.4 3231.2 19945.1 8338.9 5339.0 

广义货币供应量 (同比%) 10.1 9.4 8.6 8.3 9.0 9.0 9.7 11.4 

总社会融资 (人民币/十亿) 34791.8 10288.9 7510.9 6967.1 6584.1 31351.0 12062.7 8907.6 
       

 6/21 7/21 8/21 9/21 10/21 11/21 12/21 1/22 2/22 3/22 4/22 5/22 6/22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 (同比%) 7.9 - - 4.9 - - 4.0 - - 4.8 - - - 

制造业 PMI (%) 50.9 50.4 50.1 49.6 49.2 50.1 50.3 50.1 50.2 49.5 47.4 49.6 50.2 

非制造业 PMI (%) 53.5 53.3 47.5 53.2 52.4 52.3 52.7 51.1 51.6 48.4 41.9 47.8 54.7 

出口(人民币/同比%) 20.0 7.9 15.6 19.7 20.1 16.3 17.3 21.0 4.2 12.9 1.9 15.3 22.0 

进口(人民币/同比%) 24.5 16.2 22.7 9.7 14.3 25.6 16.0 17.4 8.8 (1.5) (2.0) 2.8 4.8 

贸易余额 (人民币/十亿) 323.7 358.1 381.5 441.6 548.2 461.5 602.7 536.3 188.7 296.9 325.2 502.9 650.1 

出口增长 (美元/同比%) 32.1 19.2 25.4 28.0 26.9 21.7 20.9 24.1 6.3 14.6 3.9 16.9 17.9 

进口增长 (美元/同比%) 37.1 28.2 32.7 17.2 20.4 31.4 19.5 20.4 10.9 0.1 (0.1) 4.1 1.0 

贸易余额 (美元/十亿) 50.1 55.9 59.2 68.1 84.9 71.8 94.2 84.1 29.7 46.8 51.1 78.8 97.9 

消费物价指数 (同比%) 1.1 1.0 0.8 0.7 1.5 2.3 1.5 0.9 0.9 1.5 2.1 2.1 2.5 

生产者物价指数 (同比%) 8.8 9.0 9.5 10.7 13.5 12.9 10.3 9.1 8.8 8.3 8.0 6.4 6.1 

固定资产投资 

(年初至今/同比%) 
12.6 10.3 8.9 7.3 6.1 5.2 4.9 - 12.2 9.3 6.8 6.2 

- 

房地产投资  

(年初至今/同比%)  
15.0 12.7 10.9 8.8 7.2 6.0 4.4 - 3.7 0.7 (2.7) (4.0) 

- 

工业增加值 (同比%) 8.3 6.4 5.3 3.1 3.5 3.8 4.3 - 7.5 5.0 (2.9) 0.7 - 

零售额 (同比%) 12.1 8.5 2.5 4.4 4.9 3.9 1.7 - 6.7 (3.5) (11.1) (6.7) - 

新增贷款 (人民币/十亿) 2119.6 1083.2 1215.2 1663.0 826.2 1273.2 1131.8 3980.0 1233.6 3125.4 645.4 1883.6 2810.0 

广义货币供应量 (同比%) 8.6 8.3 8.2 8.3 8.7 8.5 9.0 9.8 9.2 9.7 10.5 11.1 11.4 

总社会融资 (人民币/十亿) 3701.7 1075.2 2989.3 2902.6 1617.6 2598.3 2368.3 6177.2 1228.9 4656.6 945.5 2792.1 5170.0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0 5.1 5.1 4.9 4.9 5.0 5.1 5.3 5.5 5.8 6.1 5.9 - 

31 个大城市 

城镇调查失业率 (%) 
5.2 5.2 5.2 5.3 5.0 5.1 5.1 5.1 - 6.0 6.7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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