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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增速降幅收窄，进口延续下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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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出口同比
(%) 

进口同比
(%) 

贸易差额 
（亿美元） 

官方数据 -6.8 -10.2 1,168.9 

北大国民经济

研究中心预测 
-9.0 -7.2 978.03 

Wind 市场预测

均值 
-8.3 -3.3 638.8 

要点 

● 国内疫情快速过峰，出口增速降幅收窄 

● 国内需求修复不及预期，进口增速延续下

跌趋势 

● 未来展望：短期出口增速延续负增长，进

口增速将企稳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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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23 年 1-2 月，按美元计价，中国进出口总值亿美元 8957.2，同比下降 8.3%。其中，

出口 5063.0 亿美元，同比下降 6.8%；进口 3894.2 亿美元，同比下降 10.2%；贸易顺差 1168.9

亿美元。总体来看，1-2 月份出口增速降幅收窄，高于市场预期，进口增速延续下跌趋势。

出口方面，国内疫情快速过峰，对出口企业生产运输的影响减轻，去年年末因疫情原因积压

的出口订单得到释放，出口增速降幅收窄，较上期回升 3.1 个百分点，高于市场预期。进口

方面，1-2 月国内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牢靠，出口需求紧缩仍带动进口需求下行，同时 2023

年初多数大宗商品价格小幅回落，削弱价格因素对进口增速的贡献，叠加去年同期高基数对

进口形成一定压制，进口增速延续下降趋势，较上期下降 2.7 个百分点，低于市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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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疫情快速过峰，出口增速降幅收窄 

2023 年 1-2 月，中国出口总额出口 5063.0 亿美元，同比下降 6.8%，较上期回升 3.1 个

百分点，出口增速降幅收窄，高于市场预期。这主要是因为国内疫情快速过峰，对出口生产

和运输的影响降低，去年 12 月国内疫情高峰导致部分出口企业停工停产，订单积压效应在

1-2 月释放出来；同时，稳外贸政策频繁出台，力保 2023 年度外贸保稳提质，叠加《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不断扩大，RCEP 带来的贸易红利持续释放，支撑

出口增速企稳回升，叠加基数效应对出口增速的压制减轻。从我们的预测结果来看，出口增

速高于我们的预期，这主要是由于低估了出口订单积压效应释放和基数效应减轻对出口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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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金额:当月同比
进口金额:当月同比 116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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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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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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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21.80%、9.00%和-1.30%，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延续回落趋势，对欧盟、日本

和东盟国家的出口增速均有所改善，1-2 月中美两国间摩擦加剧，对两国贸易形成不利影响。 

  
图 5 中国对主要经济体出口同比增速（%）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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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从 1-2月的出口商品来看，中国出口机电产品 2940.49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58.08%，

仍在中国出口中占主导地位，同比下降 7.2%，对出口增速形成拖累。其中，出口集成电路

186.28 亿美元，同比下降 25.8%；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为 1270.96 亿美元，同比下降 18.7%；

汽车出口 140.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65.2%，产业链优势支撑中国汽车行业出口表现良好。

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出口增速形成拖累，箱包及类似容器同比增长 3.3%，鞋靴同比下降 11.6%，

塑料制品同比下降 9.7%，这可能是由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替代作用增强，从而降低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国内需求修复不及预期，进口增速延续下跌趋势 

2023 年 1-2 月，中国进口总额 3894.2 亿美元，同比下降 10.2%，较上月下降 2.7 个百分

1,05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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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低于市场预期。这是要是因为 1-2 月国内需求复苏不及预期，年初多数大宗商品价格小

幅回落，削弱价格因素对进口增速的贡献，而出口负增长也使得用于出口生产的原料和中间

品的进口需求下降。同时，去年同期进口增速处于高位，高基数效应对 1-2 月进口增速形成

压制。此外，从我们的预测结果来看，进口增速低于我们的预期，可能原因在于高估了国内

需求复苏进程。 

从1-2月的进口国别来看，中国对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进口的同比增速分别为-5.00%、

-5.51%、-23.10%和-8.30%。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和欧盟进口的同比增速有所改善，其中

对美国进口增速高于对其他国家进口增速，对欧盟进口增速次之，但对其他国家进口增长速

度均有延续回落趋势。 

  
图 7 中国主要 PMI 指数（%）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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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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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3%、70.8%、-9.4%和-44.2%；其中煤及褐煤数

量累计增速回升幅度较大，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房地产行业利好政策频出，1-2 月房地产行业

延续修复趋势，地产企稳回升带动煤炭需求增加。农产品方面，粮食进口同比增速为 7.00%，

较上期回升 17.7 个百分点，肉类进口同比增速为 21.20%，较上期回升 42.2 个百分点。 

  
图 9 中国主要商品进口同比增速（%） 图 10 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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