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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出口同比增速改善，出口有所回暖。7 月份，进出口总值 3980 亿美

元，同比下降 0.8%，较上月收窄 3.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2215.3亿

美元，同比增长 3.3%，增速由负转正，较上月回升 4.6个百分点。进口

1764.8 亿美元，同比下降 5.6%，降幅较上月收窄 5.6 个百分点。贸易

顺差有所收窄，为 450.5亿美元，较上月减少 59.2亿美元。 

 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占比回落但仍推动出口回升，对不同区域出口以改

善为主。7月份，我国出口有所改善，不过从出口商品来看，高新技术

产品和机电产品占比虽有所下降，二者合计为 83.89%，为年内最低，但

同比增速均有所改善，高新技术和机电产品比重的降低的原因主要是整

体产品出口有所改善。分区域来看，对主要贸易伙伴有所分化，G20峰

会后，中美贸易有缓和迹象，对美出口稍有改善，对美出口增速为-

6.46%，降幅较上月收窄 1.29个百分点；对欧盟出口由负转正，同比增

速较上月扩大 9.55 个百分点，为 6.53%；对东盟贸易出口继续保持高

增速，同比增长 15.64%，较上月扩大 2.72个百分点；不过对日本出口

增速由正转负，下降 6.44 个百分点至-4.07%；受香港经济社会不确定

因素影响通过香港进行的转口贸易继续大幅下降，出口增速同比下降

15.68%，较上月扩大 7.45 个百分点。对新兴经济体出口均有所改善，

对印度、南非、俄罗斯和巴西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 7.04%、19.53%、3.14%

和 16.65%，较上月分别上升 12.58、31.57、8.6和 33.79个百分点。 

 内需疲软，进口仍低迷。2019年上半年，在“稳增长”政策发力和一系

列改革措施的提振下，中国经济弱企稳，不过由于基本面仍未有效改善，

需求持续低迷，7月份进口 PMI指数虽有所上升，但仍处于荣枯线以下。

在此背景下，7月份，进口同比下降 5.6%，降幅较上月收窄 5.6个百分

点，从主要进口商品来看，大豆、原油、纸浆和钢材等主要进口产品数

量和价格均小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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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方面因素影响进口波动加大，内需疲弱叠加人民币贬值出口难改善。

6 月底的 G20 峰会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会谈给中美贸易改善带来了希

望，但 8月初特朗普再度变卦，声称从今年 9 月 1日起，对从中国进口

的 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 10%的关税，中国对美出口再度面临压力。7月

份，美欧 PMI指数延续着下降的趋势，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 PMI年内持

续下降，全球经济低迷不改。8月 5日，自 2015年“811”汇改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首次破“7”，人民币的贬值在一定程度上对出口有一

定的促进作用；同时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我国贸易对象结构有所

改变，新兴经济体对我国出口的支撑作用不断提升，对冲了对美出口下

降的影响；不过在国内需求低迷的背景下，人民币贬值也增大了进口的

负担，在进口持续不振的情况下，进口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加大。综合来

看，在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出口面临的不确定性加大，未来可能出现较

大的波动，进口在国内需求低迷以及人民币贬值的背景下，进口增速短

期内难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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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图 1：出口增速回升，进口降幅收窄 图 2：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走势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整理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整理 

图 3：美欧 PMI 回落，日本 PMI 回升 图 4： 摩根大通全球综合 PMI 回升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整理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整理 

图 5：高新技术与机电产品增速小幅改善 图 6： 主要商品进口均有所改善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整理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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