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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年初全球经济边际回暖，2023 年 1-2月出口降

幅收窄，但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进口乏力，虽

然一二月份国内 PMI景气度恢复至荣枯线以上，经

济复苏更多体现在服务行业，短期内国内对于进口

大宗商品的需求偏弱。 

后市随着美联储以及欧央行的进一步加息，欧

美经济恐再度陷入衰退境地，市场需求端将会持续

受到压制，因此我国外需仍将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

力，出口预计将难有持续走好的表现。国内方面，

我们认为两会后全国各地逐渐进入复工复产，叠加

相关的经济政策发挥效力，经济基本面逐渐改善，

将会促进内需的增加，经济复苏有望从服务业扩散

至生产消费行业，进而推动我国进口的持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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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口跌幅收窄，出口地域分化 

2023年 1-2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6.18万亿元，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

出口 3.5万亿元，增长 0.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口 2.68万亿元，下降 2.9%；贸易顺

差 8103.2亿元，扩大 16.2%。以美元计价，2023 年 1-2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8957.2亿美

元，同比回落 8.3%。其中，出口 5063.0亿美元，同比回落 6.8%；进口 3894.2亿美元，

同比回落 10.2%；贸易顺差 1168.9亿美元。 

东盟继续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5.4%。前 2个月我国对东盟、

日本和韩国分别出口 5700亿元、1835.6亿元和 165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7.9%、6.7％

和 10.2%。东盟继续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5.4%。其中，出口方

面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出口跌幅收窄，全球经济有所回暖 

全球经济景气度连续 2 个月回暖，我国出口的外部环境压力有所缓解，但总体上

出口未扭转颓势。1-2 月全球制造业 PMI 为 50%，较 2022 年 12 月上升 1.4 个百分点，

再次回到 50%荣枯线；制造业新订单 PMI49.3，环比连续两个月回升，总的来看，由于

欧美经济保持韧性，经济景气度边际回暖，整体外需回落的程度相对较轻，我国出口的

外部环境有所缓解，但我国出口整体上还未扭转颓势。 

图表 1：中国出口同比（%） 

 

数据来源：Wind，兴证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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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全球制造业 PMI 

 

数据来源：Wind，兴证期货研发部 

（2）出口地区结构分化 

从贸易地区看，对东盟进出口增长，对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出口下降。东盟继续

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5.4%。1-2 月我国对主要国家/地区出口增

速大多下降，对发达国家出口增速下跌幅度较新兴市场国家更高。东盟及亚洲周边地区

经济体与欧美日的贸易进出口下滑形成鲜明对比。对东盟出口 5700亿元，增长 17.9%，

对东盟贸易顺差 1880.7 亿元，扩大 91.6%。东盟继续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占我国外

贸总值的 15.4%。2023 年 1-2月东盟对我国出口同比的拉动继续提升 0.2 个百分点至

1.3%，明显好于其他经济体。由于欧美的高通胀问题，抑制消费拖累进出口贸易，1至

2月我国对美国、欧盟、日本出口同比分别下降 21.8%、12.3%、1.6%。欧盟为我第二大

贸易伙伴，我与欧盟贸易总值为 8510.9亿元，下降 2.6%。其中，对欧盟出口 5528.3

亿元，下降 5%；美国为我第三大贸易伙伴，我与美国贸易总值为 7029.8亿元，下降 10.6%。

其中，对美国出口 4941.1 亿元，下降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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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主要地区出口同比（%） 

 

数据来源：Wind，兴证期货研发部 

（3）从产品分类上看，总量上出口数据增速有所回升，主要原因可能是疫情期间

积压订单的释放，以及国内生产端的修复。机电产品出口金额同比降幅有明显缩小，收

窄至-1.3%，其中，汽车出口仍保持高景气，1-2 月出口同比、环比均量价齐升。劳动密

集产品对出口金额由拖累转为上拉，国内疫情管控放开后，企业复工复产，劳动密集型

产业生产恢复政策。 

图表 4：机电产品出口当月同比（%） 

 

数据来源：Wind，兴证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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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口乏力，经济复苏程度影响进口需求 

（1）进口乏力，经济复苏更多体现在服务行业。 

进口方面，1-2 月我国进口表现乏力，下滑程度超市场预期。按美元计价，进口 3894.2

亿美元，同比下降 10.2%，降幅较去年 11-12 月扩大 1.1%。2 月中国制造业 PMI 新订单

指数与进口指数较 2022 年 12 月份分别上升 10.2、 7.6 个百分点至 54.1%、51.3%，

进口不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国经济刚刚恢复内需主要体现在餐饮、影视、旅游为主的

服务行业，对进口商品的需求相对较弱。 

图表 5：中国进口同比（%） 

 

数据来源：Wind，兴证期货研发部 

 

（2）大宗商品进口量增价跌 

铁矿砂、煤、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量增价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回落，进口价

格贡支撑作用减弱。部分原材料产品的进口数量有明显改善，但由于价格的拖累，原材

料产品进口金额同比增速的带动有限。因此我们认为，2023 年 1-2 月进口数据偏弱的

主要原因并非内需弱，而是与商品价格调整等多因素有关。今年前 2个月我国进口铁矿

砂、进口煤、进口成品油和进口大豆的量都实现了同比增长。铁矿砂、煤进口量增价跌，

原油、天然气进口量减价扬，大豆进口量价齐升。我国进口铁矿砂 1.94亿吨，增加 7.3%，；

煤 6064.2万吨，增加 70.8%；成品油 531.4万吨，增加 14.4%。进口原油 8406.4万吨，

减少 1.3%；天然气 1792.7 万吨，减少 9.4%。此外，进口大豆 1617.3万吨，增加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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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结与展望 

中国 1-2月出口短期降幅收窄主因欧美经济边际回暖，但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出口欧美地区数据下降，出口东盟地区同比增速上升。后续随着美联储以及欧央行的进

一步加息，欧美经济恐再度陷入衰退境地，欧美市场需求端将会持续受到压制，因此我

国外需仍将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出口预计将难有持续走好的表现。 

进口方面更显乏力，虽然一二月份国内 PMI 景气度恢复至荣枯线以上，经济复苏更

多体现在服务行业，短期内国内对于进口大宗的需求偏弱。后续来看，我们认为随着疫

情以及节假日的过去，全国各地逐渐进入复工复产，叠加相关的经济政策发挥效力，经

济基本面逐渐改善，将会促进内需的增加，经济复苏有望从服务业扩散至生产消费行业，

进而推动我国进口的持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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