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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增速继续回升，进口增速回落。从 10月份进出口数据来看，以美元

计价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8.4%，涨幅回落 3 个百分点。其中，海外需

求恢复同时中国产品可靠供应背景下出口同比增长 11.4%，涨幅较上月走

阔 1.5 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年内以美元计价的出口累计增速已经转

负为正，累计同比增长 0.5%；10月份进口同比增长 4.7%，增速较上月回

落 8.5 个百分点，但考虑到 10 月国庆假期较长，这一回落并未超出季节

性。当月实现贸易顺差 584亿美元，较上月增加 214亿美元。 

 二次疫情爆发中国供给重要性凸显，疫情相关产品出口继续维持高位推

高出口。当前新冠疫情在海外大幅反弹，特别是欧美当日新增确诊再创新

高，对各类产品的需求不减。从出口产品来看，疫情防控产品如纺织类防

疫产品和医疗器械仍保持高增长，含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同比增长 14.84%、

医疗器械同比增长 30.03%；由于全球疫情蔓延下“中国替代”的作用持

续强化，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宅经济”商品出口保持增长，如服装、玩具

和家具等出口同比增长 3.7%、22.38%和 32.28%，“宅经济”商品中便携式

电脑与平板电脑出口同比增长分别为 37.27%、67.41%；此外，机电及高新

技术产品出口连续 7 个月正增长，同比增速分别为 4.2%、12.87%。分区

域来看，对东盟出口增速在去年同期高位增长的基础上有所回落，同比增

长 7.28%，较上月回落 7.12 个百分点；在同期低基数以及加大出口力度

背景下，对美出口同比增速回升至 22.46%，较上月提高 2.08个百分点；

对欧盟出口降幅小幅收窄，较上月收窄 0.72 个百分点至-7.05%；对日本

出口降幅收窄，同比下降 5.7%，较上月回升 8.41个百分点；在低基数情

况下对香港出口增速转正，同比增长 4.35%，较上月回升 4.3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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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虽回落但并未超出季节性，国内生产平稳运行支撑进口。虽然 10 月今年

两节集中于 10月份，部分进口提前清关，同时 10月底恰逢周末，存在未能及

时清关的数据，所以实际工作日小于去年同期，故进口同比增速小于季调同比

增速。从进口产品来看，在基数较高的背景下，原油进口数量有数回落，同比

下降 6.49%，较上月下降 23.05 个百分点；基建发力对钢材的需求提升，进口

铁矿石数量进一步上升，同比增长 14.95%，较上月加快 5.79 个百分点；据美

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和美国农业部（USDA）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

目前，中国已购买了价值超过 2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543亿元）的农产品，

兑现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农产品采购目标的 71%，在此背景下，中国进一步加

大对美国大豆的进口，同比增长 40.58%，较上月大幅提高 21.19个百分点。分

区域来看，在加大对美国农产品进口的情况下，对美进口增速高位上升，同比

增长 33.37%，较上月增长 8.62 个百分点；对欧盟、日本、韩国和东盟的进口

增速均有所回落，分别较上月回落 2.06、7.91、16.59和 10.5个百分点至 9.03%、

5.48%、0.59%和 2.7%。 

 外贸拖累与支撑因素并存，短期内或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当前欧美疫情的控

制不力，疫情第二波爆发迅速到来，随着进入秋冬季，疫情遏制难度加大，全

球供需或将再度受到冲击，但我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对全球供给和需求均起

到一定的支撑作用。从出口来看，欧美日 PMI虽然延续此前持续上升的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欧洲多国再度开启“封锁”的措施，且各国“封锁”决定

均在 10月底和 11月初这一期间，故欧盟 PMI 指数对预期不能如实反应，后续

欧盟 PMI大概率下行，进而对欧洲的需求再度产生冲击，不过短期内欧盟生产

仍处于低位，欧洲需求仍将依赖中国；除欧美外地区疫情控制相对较好，PMI新

出口订单指数持续站在荣枯线以上，我国出口仍有望保持一定的韧性。从进口

来看，虽然进口 PMI指数时维持在荣枯线以上，但海外生产受到冲击难以避免，

进而对全球的供应体系产生一定的影响，短期内对疫情重点区域的进口将受到

一定的冲击，不过在落实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背景下，对美进口将进一步

加大，同时国内经济持续修复，在基本面上对进口形成一定支撑，故短期内进

口或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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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图 1：国内进出口以及贸易差额走势 

图 2：对各国出口均走弱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整理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整理 图 2：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走势 图 3：欧美日 PMI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整理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整理 

图 4：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口走势 图 5：主要进口产品数量走势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整理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整理 

-40.00

-20.00

0.00

20.00

40.00

60.00

-400

-200

0

200

400

600

800

20
11
-1
0

20
12
-0
2

20
12
-0
6

20
12
-1
0

20
13
-0
2

20
13
-0
6

20
13
-1
0

20
14
-0
2

20
14
-0
6

20
14
-1
0

20
15
-0
2

20
15
-0
6

20
15
-1
0

20
16
-0
2

20
16
-0
6

20
16
-1
0

20
17
-0
2

20
17
-0
6

20
17
-1
0

20
18
-0
2

20
18
-0
6

20
18
-1
0

20
19
-0
2

20
19
-0
6

20
19
-1
0

20
20
-0
2

20
20
-0
6

20
20
-1
0

%

亿
美

元

贸易差额:当月值 进出口金额:当月同比 出口金额:当月同比 进口金额:当月同比

-30.00

-20.00

-1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20
17
-1
0

20
18
-0
1

20
18
-0
4

20
18
-0
7

20
18
-1
0

20
19
-0
1

20
19
-0
4

20
19
-0
7

20
19
-1
0

20
20
-0
1

20
20
-0
4

20
20
-0
7

20
20
-1
0

%

美国:出口金额:当月值:同比
欧盟:出口金额:当月值:同比
日本:出口金额:当月值:同比
中国香港:出口金额:当月值:同比
东南亚国家联盟:出口金额:当月值:同比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20
15
-1
0

20
16
-0
2

20
16
-0
6

20
16
-1
0

20
17
-0
2

20
17
-0
6

20
17
-1
0

20
18
-0
2

20
18
-0
6

20
18
-1
0

20
19
-0
2

20
19
-0
6

20
19
-1
0

20
20
-0
2

20
20
-0
6

20
20
-1
0

%

美国:制造业PMI 欧元区:制造业PMI
日本:制造业PMI

-100.00

0.00

100.00

2
0
1
6
-1
0

2
0
1
7
-0
2

2
0
1
7
-0
6

2
0
1
7
-1
0

2
0
1
8
-0
2

2
0
1
8
-0
6

2
0
1
8
-1
0

2
0
1
9
-0
2

2
0
1
9
-0
6

2
0
1
9
-1
0

2
0
2
0
-0
2

2
0
2
0
-0
6

2
0
2
0
-1
0

%

美国:进口金额:当月值:同比

欧盟:进口金额:当月值:同比

日本:进口金额:当月值:同比

韩国:进口金额:当月值:同比

东南亚国家联盟:进口金额:当月值:同比

-50.00

0.00

50.00

100.00

2
0
1
7
-1
0

2
0
1
8
-0
1

2
0
1
8
-0
4

2
0
1
8
-0
7

2
0
1
8
-1
0

2
0
1
9
-0
1

2
0
1
9
-0
4

2
0
1
9
-0
7

2
0
1
9
-1
0

2
0
2
0
-0
1

2
0
2
0
-0
4

2
0
2
0
-0
7

2
0
2
0
-1
0

%

进口数量:原油:当月值:同比
进口数量:成品油(海关口径):当月值:同比
进口数量:铁矿砂及其精矿:当月值:同比
进口数量:大豆:当月值:同比



                                                                                  中诚信国际宏观经济 

 

4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国际”）对本文件享有完全的著作权。本文件包含的所有信息受

法律保护。未经中诚信国际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本文件的任何内容进行复制、拷贝、重构、删改、截取、或转售，

或为上述目的存储本文件包含的信息。如确实需要使用本文件上的任何信息，应事先获得中诚信国际书面许可，并在使用时

注明来源，确切表达原始信息的真实含义。中诚信国际对于任何侵犯本文件著作权的行为，都有权追究法律责任。 

本文件上的任何标识、任何用来识别中诚信国际及其业务的图形，都是中诚信国际商标，受到中国商标法的保护。未经

中诚信国际事先书面允许，任何人不得对本文件上的任何商标进行修改、复制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中诚信国际对于任何侵

犯中诚信国际商标权的行为，都有权追究法律责任。 

本文件中包含的信息由中诚信国际从其认为可靠、准确的渠道获得。因为可能存在信息时效性及其他因素影响，上述信

息以提供时状态为准。中诚信国际对于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针对任何商业目的的可行性及合适性不作任何

明示或暗示的陈述或担保。在任何情况下，a)中诚信国际不对任何人或任何实体就中诚信国际或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雇

员、代理人获取、收集、编辑、分析、翻译、交流、发表、提交上述信息过程中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任何责任，或 b)

即使中诚信国际事先被通知前述行为可能会造成该等损失，对于任何由使用或不能使用上述信息引起的直接或间接损失，中

诚信国际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文件所包含信息组成部分中的信用级别、财务报告分析观察，并不能解释为中诚信国际实质性建议任何人据此信用级

别及报告采取投资、借贷等交易行为，也不能作为任何人购买、出售或持有相关金融产品的依据。投资者购买、持有、出售

任何金融产品时应该对每一金融产品、每一个发行人、保证人、信用支持人的信用状况作出自己的研究和评估。中诚信国际

不对任何人使用本文件的信用级别、报告等进行交易而出现的任何损失承担法律责任。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4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