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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出口显示超预期韧性，外贸压力后续或有加大。按美元计，1-7月份我国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0.4%，其中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6%，疫情影响基

本收尾，稳外贸政策发力，欧美高通胀下的价格因素，叠加低基数效应，我国

出口仍具有较强韧性；进口累计增长 5.3%，海外供应链持续受干扰，国际大

宗商品价格回落，进口增速下降。7 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速较 6 月回升 0.7

个百分点，在疫情影响减弱、政策发力及价格因素下，出口维持增长态势，贸

易顺差持续走宽。由于国内制造业淡季、疫情散发、外需回落，后续出口增速

或面临一定压力，短期进口仍将受到国内需求修复节奏影响，并且欧美等国制

造业衰退风险升温，也会对进口有所影响，但国内稳外贸政策或形成一定缓冲。 

 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相对较稳定。1-7月，东盟仍为我第一大贸易伙伴，

我与东盟贸易总值同比增长 13.1%，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5.0%；欧盟为我第二

大贸易伙伴，1-7 月我国与欧盟贸易总值增长 8.9%，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

13.7%。欧洲供应链受能源供应紧缺、成本高涨冲击较大，继续支撑我国向欧

洲出口，在对欧洲出口较强进口较弱下对欧盟贸易顺差继续扩大。美国、韩国

分别为我国第三和第四大贸易伙伴。单月来看，我国与东盟、日本的出口增速

回升，但对欧盟、美国出口回落，自东盟、欧盟、日本进口增速回升，但从美

国进口增速回落。其他贸易伙伴方面，我国继续深化与 RCEP 的贸易往来，

与拉丁美洲出口增速加快，但进口增速下降，我国向巴西出口继续增加。 

 部分主要出口商品增速回升，劳动密集型和机电产品表现较好。1-7月，从出

口金额看，除粮食、肥料、音视频设备及其零件、船舶、医疗仪器及器械外，

其他主要商品出口金额同比正增长。其中俄乌冲突影响下，稀土、未锻轧铝及

铝材、汽车（包括底盘）的出口金额增速都超过 50%。单月来看，在国内产

业链供应链修复较顺畅、海外需求仍有保障下，7月出口增速超预期。劳动密

集型产品表现分化，成品油进口量价齐跌，原油、煤炭、天然气和大豆等进口

量减价扬，机电产品出口金额环比回升，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环比回落。

随着美联储等主要央行大幅加息的作用显现，价格因素后续或逐渐减弱，且海

外需求在加息及高通胀的抑制下或有回落，对于出口也有一定负面作用。 

 粮食进口同比量减价升，上游产品进口表现分化。粮食进口同比量减价升，环

比进口数量和金额都有所减少，大豆与粮食的进口趋势一致。目前粮食价格仍

在相对高位，支撑进口金额，粮食动荡问题对其进出口贸易也产生影响。在主

要中上游商品方面，7月，以美元计，铁矿砂及其精矿、铜矿砂及其精矿、天

然气、稀土环比量价齐减，原油、煤及褐煤进口环比量价齐升，成品油量减价

升。其他商品方面，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金额环比回落。下月进口增速基数回升，

且海外供应链恢复仍需时间，但国内需求较稳健，预计进口金额同比增速保持

稳定，中长期在供应链修复、国内需求增长的拉动下，进口有望恢复性增长。 

 风险提示：国内疫情散发超预期，地缘冲突超预期，海外经济下行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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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口显示超预期韧性，外贸压力后续或有加大 

出口仍具较强韧性，进口增速继续回落。按美元计，1-7 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36430.6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4%，较前值增长 0.1 个百分点。其中，1-7 月份出口总额累

计 20626.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6%，增速较 1-6 月增加 0.4 个百分点，疫情影响基本收

尾，稳外贸政策发力，欧美高通胀下的价格因素，叠加低基数效应，我国出口仍具有较强韧

性；进口方面，1-7 月进口累计 15803.85 亿美元，增长 5.3%，增速回落 0.4 个百分点，海

外供应链持续受到地缘政治干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进口增速有所下降；贸易顺

差 4823.0 亿美元，较 1-6 月增长 25.1%。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进口增速继续减弱，贸

易顺差继续扩大。单月来看，7 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 5646.6 亿美元，基数效应下同

比增长 11.0%，增速较 6 月回升 0.7 个百分点，环比仅增长 0.1%；7 月出口总值为 3329.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0%，增速增长 0.1 个百分点，出口金额环比增长 0.7%，在疫情影响

减弱、稳外贸政策及价格因素下，出口维持增长态势；而进口总值 2317.0 亿美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 2.3%，增速上升 1.3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0.7%，海外供应链仍受到地缘政治不稳

定、能源成本高涨的冲击，并且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贸易顺差持续走宽，顺差额为 1012.7

亿美元，去年同期顺差为 565.9 亿美元。 

7 月，由于我国疫情影响减弱，国内生产活动保持恢复态势，物流进一步得到畅通，此

前出台的稳外贸政策逐步落地，再加上海外供应链受地缘政治影响，支撑我国出口增长。出

口来看，由于国内制造业进入淡季，国内疫情仍有散发，7 月进出口 PMI数据均有回落，对

我国出口有负面影响， 7 月欧元区开启加息窗口，美联储继续大幅加息，后续外需可能会受

到海外流动性紧缩的影响，出口增速或面临一定压力；进口来看，短期内进口仍将受到国内

需求修复节奏的影响，并且欧美等国制造业衰退风险升温，美欧日 PMI均有回落，也会对进

口有所影响。7 月 14 日，商务部表示下半年将从降本增效、强化保障、抢抓订单、促进创

新四方面发力，推动实现外贸“保稳提质”目标，国内稳外贸政策将持续发力，或对内外部

冲击形成缓冲，我国进出口短期仍有一定韧性。 

图 1：出口当月同比增速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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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月，东盟仍为我第一大贸易伙伴，对美国进出口贸易增速边际下降。1-7 月，我与

东盟贸易总值为 5448.8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3.1%，较前值增加 1.6 个百分点，占我

国外贸总值的 15.0%；其中，对东盟出口 3157.0 亿美元，增长 18.9%，较前值上升 2.3 个

百分点；自东盟进口 2291.8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0%，较 1-6 月回升 0.7 个百分点；

对东盟贸易顺差 865.2 亿美元。欧盟为我第二大贸易伙伴，1-7 月我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

4978.9 亿美元，增长 8.9%，较前值回升 0.5 个百分点，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 13.7%。其中，

对欧盟出口 3305.3 亿美元，增长 19.7%，较前值上升 0.6 个百分点，但高于整体出口增速

5.1 个百分点；自欧盟进口 1673.7 美元，下降 7.5%，较前值回升 0.1 个百分点，低于总体

增速 12.8 个百分点，欧洲供应链受能源供应紧缺、成本高涨冲击较大，继续支撑我国向欧

洲出口，在对欧洲出口较强进口较弱下对欧盟贸易顺差 1631.6 亿美元，较前值继续扩大。

美国、韩国分别为我国第三和第四大贸易伙伴，1-7 月，我国与美、韩出口金额同比分别增

加 15.0%和 17.8%，均较 1-6 月有所回落，但仍高于总体出口增速；对美国进口同比增加

2.5%，较前值下降 1.1 个百分点，对韩国进口同比增加 2.7%，但较前值下降 0.6 个百分点。

单月来看，我国与东盟、日本的出口同比增速都有所回升，但对欧盟、美国出口金额有所回

落，自东盟、欧盟、日本进口的同比增速有所回升，但从美国进口增速有所回落。具体来看，

7 月，我国对东盟、欧盟、日本的出口增速分别为 33.5%、23.2%、19.0%，分别较上月增

加 4.4、6.1 和 10.8 个百分点，而对美国的出口增速下降 8.4 个百分点至 11.0%；对东盟、

欧盟、美、日的进口增速分别为 9.6%、-7.4%、-4.5%和-9.2%，对东盟、东盟、日本进口增

速分别上升 4.3、2.4 和 5.1 个百分点，对美国进口增速则由上涨 1.7%转为下降 4.5%。7 月，

欧美 PMI均有下降，美国 ISM 制造业指数较上月下滑 0.2 个百分点至 52.8%，创 2020 年 6

月份以来新低，尤其是新订单指数降至 48%，制造业需求较为疲软，7 月欧元区制造业 PMI

也跌至荣枯线下。欧美需求均有减弱，我国向美国进出口增速下降，但对欧洲出口仍有一定

韧性。 

其他贸易伙伴方面，我国继续深化与 RCEP 的贸易往来，7 月，我国与 RCEP 国家进

出口总额为 1726.4 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 30.57%，较 6 月回升 0.15 个百分点。我国对

RCEP 国家出口总额占总出口的比重为 27.1%，进口总额占总进口比为 35.6%，较前值占比

分别上升约 0.1 和 0.3 个百分点。其中，我国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口维持高增长，7 月分

别实现 70.9 和 9.3 亿美元的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37.4%和 25.1%，增速继续提升。1-7 月，

我国与拉丁美洲出口总额同比增速为 21.2%，较前值上升 1.1 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增长 7.9%，

较前值下降 1.9 个百分点；其中对巴西出口的增速提升 4.3 个百分点，我国向巴西出口继续

增加。1-7 月，我国向非洲出口增加 14.8%，进口增加 20.9%，进出口增速均继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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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情况（以美元计）  图 4：美欧日制造业景气度有所下滑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3 部分主要出口商品增速回升，劳动密集型和机电产品表

现较好 

从出口商品看，大多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出口增速回升。1-7 月，从出口金额看，

除粮食、肥料、音视频设备及其零件、船舶、医疗仪器及器械外，其他主要商品出口金额同

比正增长，其中在俄乌冲突影响全球供应链下，稀土、未锻轧铝及铝材、汽车（包括底盘）

的出口金额增速都超过 50%。在海外需求及国内生产拉动下，1-7 月，箱包及类似容器、鞋

靴、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金额同比增速超过 20%，且大多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增

速都超过 1-6 月，塑料制品、箱包及类似容器、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服装及衣着附件、

鞋靴、玩具出口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16.3%、36.0%、11.9%、12.9%、33.0%和 24.7%，分

别较 1-6 月增速加快 0.3、0.3、0.6、0.9、0.5 和 0 个百分点。另外，机电产品的出口金额

增速也有所提高，1-7 月机电产品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10.0%，增速较前值加快 0.4 个百分点，

其中通用机械设备增速回升 1.3 个百分点，音视频设备及其零件增速回升 1.7 个百分点，汽

车（包括底盘）及汽车零部件增速都有所加快，但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手机、家

用电器、集成电路等增速较 1-6 月均有回落。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有所回落，1-7 月高

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6.5%，较前值回落 0.9 个百分点。从出口数量看，1-7 月，除

粮食、成品油、肥料、陶瓷产品、钢材、手机、家用电器、集成电路、船舶的出口数量同比

增速为负值外，其他主要商品出口数量同比为正值。 

单月来看，在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修复较顺畅、海外需求仍有保障下，7月出口增速超预

期。劳动密集型产品表现分化，上游产品方面，成品油进口量价齐跌，原油、煤炭、天然气

和大豆等进口量减价扬，机电产品出口金额环比回升，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环比回落。

具体来看，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看，灯具、照明装置及类似品，服装及衣着附件，箱包及类似

容器，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塑料制品在 7 月出口金额增速分别为-0.93%、18.48%、

41.25%、16.12%、20.46%，较前值分别回落 6.78、0.62、5.89、上升 8.22 和 1.76 个百分

点。不同劳动密集型产品环比变化有所分化，箱包及类似容器、鞋靴出口环比量减价升，塑

料制品、家具及其零件出口金额环比减少，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服装及衣着附件和玩

具出口金额环比增加。此外，7 月成品油进口金额同比大增39.35%，较前值回升 49.32 个

百分点，一方面由于基数明显回落，另一方面商务部 6 月下发新一批成品油出口配额利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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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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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成品油出口。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金额同比分别上升 13.02%和 2.42%，较 6 月

增速回升 0.51 和活络 5.03 个百分点，其中集成电路和手机出口金额同比回落较多，集成电

路出口金额同比由 6 月 16.54%降至 7 月-6.31%，手机出口金额同比由上月 2.77%至 7 月

-10.34%，两者都是在基数回落较多的背景下，增速进一步回落。7 月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

口指数分别为 47.4%和 46.9%，较前值下滑 2.1 和 2.3 个百分点，连续 15 个月和 14 个月处

于收缩区间。随着美联储等主要央行大幅加息的作用显现，全球通胀或高位回落，价格因素

后续或将逐渐减弱，且海外需求在加息及高通胀的抑制下或有所回落，对于出口也有一定负

面作用。 

图 5：钢材出口金额同比增速加快  图 6：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回落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4 粮食进口同比量减价升，上游产品进口表现分化 

粮食进口同比量减价升，环比 6月进口数量和金额都有所减少。7月粮食进口量为 1229.6

万吨，同比回落 17.03%，降幅较上月收窄 8.01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7.30%，以美元计，粮

食进口金额同比上升 6.77%，基数大幅回落下增速较前值回升 13.88 个百分点，粮食进口金

额环比下降 3.43%；其中，大豆与粮食的进口趋势一致，7 月大豆进口金额同比上升 15.73%，

增速较上月回升 20.48 个百分点，环比略回落 0.2%，进口数量同比增速较前值回升 13.96

个百分点至-9.08%。目前粮食价格仍在相对高位，支撑进口金额，且近几个月粮食动荡问题

对其进出口贸易也产生影响。 

上游产品进口分化，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金额环比回落。在主要中上游商品方

面，除铁矿砂及其精矿、美容化妆品及洗护用品、初级形状的塑料、原木及锯材、纺织纱线

织物及其制品、机电产品以及高新技术产品外，其他商品 1-7 月进口金额同比增速较前值都

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上游商品方面，7 月，以美元计，铁矿砂及其精矿、铜矿砂及其精矿、

天然气、稀土环比 6 月量价齐减，原油、煤及褐煤进口环比 6 月量价齐升，成品油量减价升。

同比来看，7 月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金额同比下降 35.65%，基数上升较多的背景下，增速

仍较 6 月下降 7.22 个百分点；铜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金额同比由上月上升 26.17%转变为下降

7.25%，部分大宗商品价格高位回落下，对进口金额形成压制。近期因“北溪一号”天然气

管道另一台涡轮机停运，对欧洲的管道供气量大幅下降，欧洲地区天然气价格攀升，进而提

振了动力煤价格，在基数升高下，7 月我国煤及褐煤进口金额同比增速较前值回升 12.45 个

百分点至 28.92%，进口数量同比增速也由上月-7.64%上升至 23.94%。其他商品方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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