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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宗光 

今天，海关总署公布了我国 4 月外贸进出口数据。4 月出口（以美元

计）同比增长 3.9%，弱于预期的 5.3%和前值 14.7%。进口同比持平，好

于预期-2.5%，前值为-0.1%。疫情等突发因素冲击下，出口回落基本在预

期之内。不过，疫情对供应链的冲击仍有可能超出预期，叠加海外猛烈加

息下，需求存在转弱的压力，过去两年我国出口的“超级繁荣周期”或面

临终结。未来应尽快控制住疫情，尽快恢复生产活动，同时全力扩大国内

需求，全面加强基建，确保全年增长目标基本实现。 

 

1 、4 月出口偏弱，进口稳定 

出口增速出现放缓，尽管绝对水平仍非常高。4 月我国出口同比增长

3.9%，较上月大幅回落 10.8 个百分点，且弱于预期的 5.3%。其中，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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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盟、欧盟、美国出口同比增速为 7.58%、7.91%和 9.42%，分别较上

月回落 2.8、13.5 和 13 个百分点，对美欧的出口降幅更为显著（图 1）。

环比看，4 月份出口较上月下降 0.9%，增长动能出现减缓迹象。 

当然，4 月份增速回落，也与去年出口超级繁荣下的高基数有关，整

体景气仍处于较高水平。4 月单月出口 2736 亿美元，这个数据仍属于非常

高的水平。 

图 1、中国对美、欧、东盟出口：同比增速 

 

疫情再次扩大，对出口增速放缓影响不可忽视。一方面，本轮疫情的

“震中”在我国的“经济心脏”—上海，背靠我国乃至世界供应链的中心

长三角经济带，对外贸出口至关重要。上海作为疫情重灾区，上海港的供

应链面临巨大压力。据卫星数据显示，此次疫情对港口物流的影响比以往

更加严重（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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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国港口活动情况 

 

同时，疫情对物流的冲击也在显现。由 4 月制造业 PMI 可以看出，供

货商配送时间大幅延长。相应的，在生产相对疲弱背景下，产成品库存显

著提升（图 3）。这均表明货物在出厂配送环节出现大量积压情况。 

图 3、制造业 PMI：供货商配送时间和产成品库存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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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好于预期，但价格效应显著。4 月，我国进口同比持平，较上月

微升 0.1 个百分点，显著好于-2.5%的预期。其中主要商品中，原油、煤、

铁矿砂等进口量同比增速均有所回升。其中，4 月原油、煤、铁矿砂进口

量同比增速分别为 6.62%、8.37%和-12.7%，较上月分别提升 20.6、48.3

和 1.8 个百分点。这与我国近来一直强调的能源安全一致。不过商品价格

的上涨贡献了大部分进口名义上的增长。 

图 4、原油进口额和进口量：当月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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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油进口数量和进口金额为例。4 月，我国进口金额同比增长高达

81.52%，而从进口量看，同比仅增长了 6.62%，价格效应显著，也从侧面

反映出，我们面临较大输入性通胀压力（图 4）。 

2、疫情冲击峰值或将过去，但海外需求放缓下， 

出口拐点仍会到来 

疫情对出口的冲击，峰值或已经过去。疫情何时能得到有效控制，仍

是短期影响进出口的关键因素。从数据上看，本轮疫情的影响，短期内仍

将持续，但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上海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和无症状感染人

数从高峰期的接近 3 万人，降至目前 4000 人左右（图 5），基本得到控制。 

图 5、上海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当日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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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地的防疫经验不断提升，各地的封锁程度也较上海封城后的峰

值出现大幅放松，回落至 3 月中旬左右的水平（图 6）。 

图 6、Top 100 城封锁强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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