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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外贸数据点评 

全球需求回暖迹象突出 

核心摘要 

事件：海关总署合并公布 1-2月的外贸数据，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 60.6%，进口同比 22.2%，累计贸易顺差 1032.6亿美元。 

1、Wind 金融终端除和海关总署一样发布前两个月的进出口数据外，还公布了 2 月的当月数据，据此可以计算出 1 月、2 月的

出口分别为 2640.2 亿美元和 2048.5 亿美元，同比分别为 24.8%和 154.9%；进口分别为 1986.4 亿美元和 1669.8 亿美元，同

比分别为 26.6%和 17.2%，出口增速和进口增速出现分化。从 2 月贸易顺差不增反降来看，进出口增速的分化与去年出口基

数极低有较大关联。 

2、出口猛增主要受全球经济共振复苏拉动。1-2 月的出口产品结构中，机电产品的贡献依然最为显著，拉动出口增速 37.7 个

百分点。其次是其它商品，对出口增速的拉动为 11.5 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防疫物资分别贡献 8.2%和 3.3%。和中国

大陆出口结构相似的越南和中国台湾，今年 1 月出口增速均反超中国大陆 1 月的出口增速，这可能会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市场份

额构成一定压力。 

3、1-2月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的拉动都出现回升，全球需求回暖迹象突出。分国别和地区看，和 2020 年12 月相比，美

国、欧盟和东盟的拉动都有明显回升，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的出口拉动虽然都出现回升，但回升幅度和美欧以及东盟相比要

弱一些。除上述国家和地区以外的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的拉动改善幅度最大，从前值 2.4%大幅回升到 19.3%。 

4、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进口产生了有力支撑。国际油价上涨，使得 1-2 月能源品对进口的拖累，和去年 12 月相比有所收

窄，但它们仍然是最主要的拖累分项。已披露的产品中，集成电路对进口的拉动，从 3.8%提高到 4.9%，继续是最重要的支撑

项。位列其后的分别是铁矿砂及其精矿、农产品，两者都和国际大宗涨价有较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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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前两个月的进出口增速再次合并公布，但根据 Wind金融终端发布的 2月当月数据，可以计算出今年 1月和 2

月各月的进出口同比。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价的 1-2 月出口同比增速从前值 18.1%大幅提高到 60.6%，同期进

口同比增速从6.5%回升到22.2%，都超过市场预期值。Wind金融终端除和海关总署一样发布前两个月的进出口数据外，

还公布了 2月的当月数据，其中 1-2月累计出口、2月当月出口分别为 4688.7亿美元和 2048.5亿美元，同期的进口分

别为 3656.2亿美元和 1669.8亿美元。据此可以计算出 1月、2月的出口分别为 2640.2亿美元和 2048.5亿美元，同比

分别为 24.8%和 154.9%；进口分别为 1986.4亿美元和 1669.8亿美元，同比分别为 26.6%和 17.2%，2月出口增速和

进口增速的走向出现分化。从 2月贸易顺差不增反降来看，进出口增速的分化与去年出口基数极低有较大关联。 

图表1 以美元计价的 2月出口同比激增，但进口同比增速较1月有所回落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出口猛增主要受全球经济共振复苏拉动。2 月的出口产品结构中，机电产品的贡献依然最为显著，拉动出口增速 37.7

个百分点。其次是其它商品，对出口增速的拉动为 11.5 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防疫物资分别贡献 8.2%和 3.3%

（图表 2）。和中国大陆出口结构相似的越南和中国台湾，今年 1 月出口增速也分别达到了 45.8%和 36.8%，反超中国

大陆 1 月的出口增速，这可能会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市场份额构成一定压力（图表 3）。 

图表2 机电产品仍是中国出口的最大贡献类别 

 

图表3 越南和中国台湾 1月出口增速均超过中国大陆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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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的拉动都出现回升，全球需求回暖迹象突出。分国别和地区看，和 2020 年 12 月相比，

美国、欧盟和东盟的拉动都有明显回升，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的出口拉动虽然都出现回升，但回升幅度和美欧、东盟

相比要弱一些。除上述国家和地区以外的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的拉动改善幅度最大，从前值 2.4%大幅回升到 19.3%

（图表 4）。对美国出口继续回升，和美国疫苗接种进展较快、经济复苏预期升温有关，随着疫苗近一步推广、1.9万亿

美元刺激方案的落地和实施，对美国的出口还将维持高位。 

图表4 今年前 2个月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的拉动都在回升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进口产生了有力支撑。国际油价上涨，使得 1-2 月能源品对进口的拖累，和去年 12 月相比有

所收窄，但它们仍然是最主要的拖累分项。已披露的产品中，集成电路对进口的拉动，从 3.8%提高到 4.9%，继续是最

重要的支撑项。位列其后的分别是铁矿砂及其精矿、农产品，两者都和国际大宗涨价有较大关系（图表 5）。 

图表5 能源品继续是今年前两个月进口的主要拖累，而集成电路、铁矿砂和农产品对进口的拉动上升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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