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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需有所回暖，出口降幅收窄 

——2023 年 1-2 月进出口数据点评 

     
   

 

 

 

 

 

 

 

 

 

 

 

 

 

 

 

 

 

 

 

 

 

 

 

 

 

 

 

 

 

 

 

 

 

 

 

 

 

 

 

 

 

 

 

 

 

 

 

 

 

  

 

 

 

 

 

 

 

 

 

 

 

 

 

 

 

 

 

 

 

 

 

 

 

 

 

 

 

 

 

 

 

 

 

 

 

 

 

 

 

 

 

 

 

 

 

 

 

 

 

事件： 

2023 年 3 月 7 日，海关总署发布 2023 年 1-2 月进出口数据： 

【1】出口（以美元计）同比下降 6.8%，预期下降 8.3%，前值下降 9.9%。 

【2】进口（以美元计）同比下降 10.2%，预期下降 3.3%，前值下降 7.5%。 

【3】贸易顺差 1168.8 亿美元，预期 638.8 亿美元，前值 780.1 亿美元。 

核心观点： 

2023 年 1-2 月出口降幅小于市场预期，主因在于 2023 年以来全球经济的普遍

回温，在短期内有效支撑了我国出口。分区域来看，我国对欧盟出口降幅出现边

际改善，对东南亚出口增速小幅上升；分产品来看，汽车、成品油等产品出口仍

有韧性，而纺织服装、耐用消费品等产品出口增速则延续了下行趋势。2023 年

1-2 月进口降幅则高于市场预期，机电产品、大宗商品是主要拖累。 

向前看，全球总需求回落速度或将慢于预期，出口新订单回暖将对出口增速形成

短期支撑。耐用消费品出口增速回落将继续成为中国份额的压制，而供给端约束

已有明显好转。总体来看，2023 年出口有望偏向相对乐观情形，或将实现小个

位数增长，在低基数和内需恢复的拉动下，进口下滑压力仍将小于出口。 

出口：全球经济回温，推动降幅收窄 

2023 年 1-2 月出口（以美元计）同比下降 6.8%，降幅小于 wind 一致预期的

8.3%，较 2022 年 12 月当月增速-9.9%也明显收窄。虽然 2022 年同期的高基数，

对出口增速形成一定压制，但 2023 年以来全球经济普遍回温，我国生产快速恢

复，欧元区和东南亚 PMI 出现上行，对我国出口形成了有力支撑。 

分区域来看，2023 年 1-2 月，我国对美出口受到美国耐用消费品需求回落影响，

仍处于大幅下降区间；欧洲能源紧张局势缓解，生产快速恢复，推动我国对欧盟

出口降幅收窄；我国对东南亚出口增速小幅上升，也与 2023 年以来东南亚制造

业的普遍恢复相吻合。分产品来看，纺织服装、耐用消费品等我国主要出口产品

的出口增速下行压力仍在。 

进口：机电产品和大宗商品是主要拖累 

2023 年 1-2 月进口同比下降 10.2%，超出市场预期，主要受到以下因素影响：

一是，高基数效应仍然存在，2022 年 1-2 月也是年内进口增速的高点，对应三

年累计复合增速为 11.6%。二是，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对进口整体金额有所拖累。

三是，实际开工节奏可能受到春节和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体现在 1 月 PMI 进

口指数仍处于收缩区间。 

分项来看，医药、纸浆、农产品进口增速较快，1-2 月进口同比都有 10%以上增

长。原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1-2 月进口累计同比均出现回落，主要反映了价

格因素的影响。汽车、集成电路等制成品进口则继续表现低迷，1-2 月进口累计

同比下降幅度都在 20%左右，反映了高基数效应和短期生产受阻的共同影响。

向前看，我国生产和内需的稳步恢复，将对进口形成有力支撑，叠加基数压力的

减轻，进口降幅有望快速收窄。 

风险提示：美联储加速加息，加速全球衰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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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口高于预期，进口低于预期 

 

事件：  

2023 年 3 月 7 日，海关总署发布 2023 年 1-2 月进出口数据： 

【1】出口（以美元计）同比下降 6.8%，预期下降 8.3%，前值下降 9.9%。 

【2】进口（以美元计）同比下降 10.2%，预期下降 3.3%，前值下降 7.5%。 

【3】贸易顺差 1168.8 亿美元，预期 638.8 亿美元，前值 780.1 亿美元。 

 

核心观点： 

2023 年 1-2 月出口降幅小于市场预期，主因在于 2023 年以来全球经济的普遍

回温，在短期内有效支撑了我国出口。分区域来看，我国对欧盟出口降幅出现边

际改善，对东南亚出口增速小幅上升；分产品来看，汽车、成品油等产品出口仍

有韧性，而纺织服装、耐用消费品等产品出口增速则延续了下行趋势。2023 年

1-2 月进口降幅则高于市场预期，机电产品、大宗商品是主要拖累。 

向前看，全球总需求回落速度或将慢于预期，出口新订单回暖将对出口增速形成

短期支撑。耐用消费品增出口速回落将继续成为中国份额的压制，而供给端约束

已有明显好转。总体来看，2023 年出口有望偏向相对乐观情形，或将实现小个

位数增长，在低基数和内需恢复的拉动下，进口下滑压力仍将小于出口。 

 

二、出口：全球经济回温，推动降幅收窄 

2023 年 1-2 月出口降幅小于市场预期。2023 年 1-2 月出口（以美元计）同比下

降 6.8%，降幅小于 wind 一致预期的 8.3%，较 2022 年 12 月当月增速-9.9%也

明显收窄。虽然 2022 年同期的高基数，对出口增速形成了一定压制（2022 年

1-2 月的三年累计复合增速为 15.4%，为 2022 年年内最高值），但 2023 年以

来，全球经济普遍回温，我国生产快速恢复，欧元区和东南亚 PMI 出现上行，

对我国出口形成了有力支撑。 

图 1：2023 年 1-2 月出口复合增速小幅上升   图 2：对欧盟、日韩、东南亚出口均出现边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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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注:复合增速的计算以 2019 年为基期,2023 年数据为

1-2 月复合增速，其余均为单月复合增速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注：2021 年 2 月，部分读数较高，未在图中完全展

示；2023 年数据为 1-2 月同比增速，其余均为单月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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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域来看，2023 年 1-2 月我国对美出口增速继续大幅回落，对欧盟出口降幅

收窄，对东南亚出口增速小幅上升。2023 年 1-2 月，我国对美出口下降 21.8%

（前值下降 19.5%），继续受到美国耐用消费品需求回落的压制。2023 年 1-2

月，我国对欧盟出口下降 12.3%（前值下降 17.5%），降幅较前值收窄 5.3 个

百分点，指向能源紧张局势明显缓解后，欧洲工业生产开始恢复。2023 年 1-2

月，我国对东南亚出口上升 8.3%（前值上升 7.5%），涨幅略有上升，也与 2023

年以来，东南亚制造业 PMI 普遍回升的趋势相一致。 

 

图 3：2023 年 2 月全球产出和新订单回升至扩张区间  图 4：2023 年以来，中国、欧盟和东南亚制造业 PMI 有所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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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订单-产出（右）

全球: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PMI:产出 月

全球: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PMI:新订单 月

 

 
制造业PMI 2022-10 2022-11 2022-12 2023-01 2023-02 制造业PMI

全球 49.4 48.8 48.7 49.1 50.0 全球

中国 49.2 48.0 47.0 50.1 52.6 中国

美国 50.2 49.0 48.4 47.4 47.7 美国

英国 46.2 46.5 45.3 47.0 49.3 英国

欧元区 46.4 47.1 47.8 48.8 48.5 欧元区

德国 45.1 46.2 47.1 47.3 46.3 德国

法国 47.2 48.3 49.2 50.5 47.4 法国

日本 50.7 49.0 48.9 48.9 47.7 日本

韩国 48.2 49.0 48.2 48.5 48.5 韩国

泰国 51.6 51.1 52.5 54.5 54.8 泰国

越南 50.6 47.4 46.4 47.4 51.2 越南

马来西亚 48.7 47.9 47.8 46.5 48.4 马来西亚

印尼 51.8 50.3 50.9 51.3 51.2 印尼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单位：%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单位：% 

分项来看，汽车、成品油、肥料出口仍有韧性，耐用消费品和机电产品出口表现

普遍低迷，是出口增速的主要拖累。重点产品中，汽车、成品油出口表现依然亮

眼，2023 年 1-2 月出口累计同比分别增长 65%（前值 91%）和 110%（前值

194%），依然保持了较高增速，但二者对出口增速的拉动作用仍然有限。 

出口的主力品类中，2023 年 1-2 月，纺织服装出口累计同比下降 12%（前值下

降 3%），家具玩具出口累计同比下降 16%（前值下降 14%），电子设备（包

括手机及家电）出口累计同比下降 4%（前值下降 27%，降幅明显收窄），机电

产品出口累计同比下降 25%（前值下降 26%），整体来看均处于下滑趋势之中，

表明全球耐用品消费回落的压力仍在。 

 

图 5：出口增速普遍回落，汽车、成品油仍有韧性，耐用消费品、机电产品表现普遍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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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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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汽车、成品油出口增速维持高位，其余品类普遍出现回落 

2023年增速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2月

农产水产 1208 3.4% 15% 6% 6% 1% -1% -1%

防疫物资 1670 4.6% -2% -4% -10% -15% -22% -22%

纺织服装 2685 7.5% 9% 1% -10% -8% -3% -12%

家具玩具 1641 4.6% -8% -11% -16% -18% -14% -16%

电子设备 2282 6.3% 1% 6% -5% -30% -27% -4%

汽车 602 1.7% 67% 129% 89% 113% 91% 65%

船舶 216 0.6% 37% -2% 24% -20% 37% -25%

机电产品 4836 13.5% -9% -7% -12% -26% -26% -25%

钢铁有色 1236 3.4% 31% -2% -3% -5% -16% 14%

化工 1193 3.3% 5% 5% 1% -2% 1% -8%

成品油 483 1.3% 129% 127% 58% 95% 194% 110%

整体出口金额 35936

出口额（2022

年，亿美元）

出口额（占

比）

2022年单月增速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三、进口：机电产品、大宗商品是主要拖累 

受到基数效应和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进口降幅超出预期。2023 年 1-2

月进口同比下降 10.2%（前值下降 7.5%），降幅大于 wind 一致预期的下降 3.3%，

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高基数效应仍然存在，2022 年 1-2 月是年内

进口增速的高点，对应三年累计复合增速为 11.6%。二是，大宗商品价格回落

对进口整体金额有所拖累。三是，实际开工节奏可能受到春节和疫情等多重因素

影响，体现在 1 月 PMI 进口指数仍处于收缩区间。 

分项来看，医药、纸浆、农产品进口增速较快，1-2 月进口同比都有 10%以上增

长。原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1-2 月进口累计同比均出现回落，主要反映了价

格因素的影响。汽车、集成电路等制成品进口则继续表现低迷，1-2 月进口累计

同比下降幅度都在 20%左右，反映了高基数效应和短期生产受阻的共同影响。

向前看，我国生产和内需的稳步恢复，将对进口形成有力支撑，叠加基数压力的

减轻，进口降幅有望快速收窄。 

 

图 7：机电产品、大宗商品仍是进口的主要拖累，医药、纸浆、农产品进口增速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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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累计同比增速 2023年1-2月相对2022年12月增速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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