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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出口依然很强，进口正在显著加速 

据海关总署统计，以美元计价，2021 年 3 月出口额同比 30.6%，年初 1-2 月累计同比

60.6%，上年同期为-6.9%；进口额同比38.1%，年初1-2月累计同比22.2%，上年同期为-1.3%；

贸易顺差 138亿美元，年初 1-2月累计 1032.6亿美元，上年同期为 198亿美元。 

主要观点： 

3月出口增速比年初 1-2月累计同比大幅下降，但这主要是受上年低基数效应在 3月明

显减弱影响，当月实际出口动能未现放缓迹象。支撑 3 月出口高增有三个因素：一是上年

同期基数仍然较低；二是近期全球疫情再现反复，海外产能恢复受阻；三是近期出口商品

价格多呈较快上涨态势，也推高了我国出口金额增速。 

3月进口额同比增速较上月和 1-2月累计同比均显著加快，表现再超预期，主要体现国

内经济修复推动进口需求释放，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共同影响。 

展望未来，预计 4 月出口增速将延续回落势头，但仍有望保持两位数的同比增长，二

季度出口动能不会明显减弱；进口方面， 4 月进口增速将在当前较高的增速水平基础上继

续攀升，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及国内经济修复是主要动力。 

具体分析如下： 

图 1  3月出口增速仍处高位，进口明显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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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月出口增速比年初 1-2月累计同比大幅下降，但这主要是受上年低基数效应在 3

月明显减弱影响，当月实际出口动能未现放缓迹象。支撑 3 月出口高增有三个因素：一是

上年同期基数仍然较低；二是近期全球疫情再现反复，海外产能恢复受阻，仍需中国出口

填补供需缺口；三是近期出口商品价格多呈较快上涨态势，也推高了我国出口金额增速。 

2021年 3月，我国出口贸易额同比上升 30.6%（以人民币计价同比增长 20.7%，差值主

要源于人民币汇价大幅升值所致，汇价波动对进口增速的影响基本相同），增速较年初 1-2

月累计同比增速大幅下降 30 个百分点，基本符合市场预期。我们认为，3 月出口增速大幅

回落，一个直接原因是上年基数抬高 10.2 个百分点。为撇除上年疫情高峰期带来的扰动，

我们将今年数据与 2019年和 2018年同期作了对比，可以看到 3月出口额分别增长 21.6%和

38.7%，且同比增速未现明显波动。另外，从环比角度观察，将今年 3 月出口额与年初两个

月合计出口额比较，也处于 2015 年以来的正常变化区间。由此可见，3 月出口动能放缓迹

象并不明显。 

我们认为，支撑 3月出口保持高增共有三个原因：首先是上年同期仍是国内疫情影响高

峰期，2020 年 3 月出口额同比下降 6.9%，低基数会推高今年出口增速。其次，2 月中旬以

来全球疫情再现反复，美欧日及印度、巴西等各类经济体新发病例数量反弹，多国收紧防控

措施。这必然会延续相关国家产能修复进程。由此，尽管近期海外各国制造业 PMI指数大幅

反弹，但相关经济体制造业仍存在较大产出缺口，需要中国出口商品平衡市场供需。 

最后，年初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我国绝大多数出口商品价格也在攀升。例

如，1-3月箱包等容器出口量同比下降 4.5%，出口额反增 22.2%；未锻轧铝及铝材出口量增

加 8.3%，出口额增长 22.6%；鞋靴出口量增加 18.8%，出口额增长 29.7%；手机出口量增加

29.3%，出口额增长 48.8%。 

从主要出口目的地来看，3月我国对美欧日出口增速下降较快，其中对日出口主要受基

数抬高影响，与历年同期相比，边际出口动能没有明显弱化。在对美欧出口方面，当月增速

分别高达 53.3%和 45.9%，继续处于超高水平；扣除低基数扰动，3月出口额与 2019年和 2018

年同期相比，平均出口增速也分别高达 26.3%和 26.7%。可以看到，近期美国疫情仍处高位，

而政府再度推出大型救助计划，欧洲疫情则进入第三次高峰。这意味着短期内两大经济体对

我国商品进口需求仍处高位。 

图 2  3月我国对美欧出口增速继续保持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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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方面，低基数效应退去后，3月我国对东盟出口额同比增长 14.4%，较年初 1-2

月累计同比下降 38.5 个百分点，但继续保持去年下半年以来的两位数增长水平。主要原因

包括：2019 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效应显现；双边抗疫合作取得实质成果，我国与新加

坡、老挝、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了人员“快捷通道”和货物“绿色通道”；我国西部

省份通过海铁联运班列线路，扩大了与东盟国家的贸易联系——一季度，西部陆海新通道沿

线 14个省区市对东盟进出口增长 30.5%。3月我国对印度和俄罗斯出口增速一降一稳，主要

体现基数变化影响。近期两国疫情仍处高发阶段，我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出口动能与年初相比

没有明显弱化。 

图 3  主要受基数抬高影响，年初我国对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速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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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3 月三类防疫物资（包括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医疗仪器及器械及塑料制品）

出口额同比增长 15.5%，低于整体出口增速，为去年 3 月以来首次，意味着当前出口增长基

础更加坚实。 

二、3月进口额同比增速较上月和 1-2月累计同比均显著加快，表现再超预期，主要体

现进口需求释放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共同影响。 

3 月进口额同比增长 38.1%，增速较上月加快 20.8 个百分点，较 1-2 月累计同比加快

15.9 个百分点，表现再超预期。为撇除疫情冲击和春节错月对基数的扰动，我们计算得到

今年前三个月进口额相较 2019年前三个月的增速分别为 10.6%、26.1%和 36.2%，相较 2018

年前三个月的增速分别为 9.7%、20.7%和 26.5%（注：2018 年、2019年春节均在 2 月），均

显示今年前三个月进口增速逐月加快。 

3 月进口高增主要体现进口需求释放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共同影响。首先，3 月节后

开工加快，工业生产保持强势，建筑业景气上扬，投资明显恢复，终端消费、尤其是服务消

费重拾向上动能，内需延续回升势头，支撑进口需求释放。同时，今年以来我国出口贸易表

现持续强劲，对相关原材料和中间品进口也有较强拉动。其次，3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动能趋缓，呈现高位波动状态，但受运输时滞影响，当月我国进口商品价格仍更多体现前期

价格快速上涨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去年 3月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导致今年 3月同比涨幅显著扩

大，因此，价格因素对今年 3 月进口金额同比增速起到显著拉升作用。另外，受经营向好、

价格上涨和供给偏紧等预期影响，部分企业提前备货，加大原材料采购力度，也对当期进口

增速产生一定提振。 

图 4 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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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要进口商品来看，3月原油、大豆、铁矿石等大宗商品进口量和进口额同比增速较

上月显著加快，且进口额增速上行幅度更大，显示需求旺盛和价格上涨均对进口金额增长起

到明显推升作用。当月原油、大豆、铁矿石进口量同比增速较上月分别加快 8.3、80.5 和

15.0个百分点，进口额同比增速则较上月加快 40.6、108.8和 42.2个百分点。此外，受企

业备货需求拉动，3月集成电路进口量和进口额同比增速较上月分别加快 8.3和 0.7个百分

点，但较 1-2月累计同比增速放缓 6.0和 10.1个百分点，反映芯片供给短缺抑制需求释放。 

图 5 主要商品进口量及进口额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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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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