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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外贸数据点评 

欧洲的出口份额明显回升 

 核心摘要 

事件：2021年 6月中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回升至 32.2%高位，进口同比回落至 36.7%，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至 515.3

亿美元。 

1、考虑到季节性因素和基数因素后，6月出口没那么强、进口也并不弱。海关总署公布的季调数据显示，6月出口增速

延续高位小幅回落趋势，进口增速从 5月高点回落，中国进出口呈现出一定的放缓迹象。考虑到去年 6月进口基数的抬

升，6 月中国进口两年平均增速进一步上扬至 18.8%，为 2018 年 10 月以来新高，因此，6 月进口本身不弱。 

2、分产品来看，6月出口两年平均增速的波动主要是由机电产品拉动的，其贡献从上月 6.8%回升到 9.4%；此外，防

疫物资（贡献 0.7%）、劳动密集型商品（贡献 1.8%）、钢材（贡献0.9%）、以及其它产品（贡献 3.3%）对出口的拉动

均上升了 0.4个百分点，体现了外需的整体扩张。分国别来看，中国出口向欧盟迁移，美国和东南亚地区对中国出口的

拉动有所减弱。6月以来东南亚地区疫情再度爆发，影响到东南亚地区的产能恢复；而美国进口向欧洲和美洲集中，且

二季度以来美国进口增速整体放缓。 

3、6月中国进口的拉动集中在集成电路、铁矿石和农产品。6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上涨，但主要体现为原油和煤

炭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使得这两类产品进口的价格拉动扩大；而铜、铁矿、钢材等金属价格出现回调，6月中国对这些

产品的进口体现为数量贡献增强、价格贡献减弱。总体上进口体现出的中国内需状况仍然较好。 

总体上，目前中国面临的外需环境处于变化之中，体现为：1）外向型经济体欧洲的出口快速恢复，美国从欧洲及美洲

的直接进口增多，而欧洲从中国进口工业原材料中间品则增加；2）东南亚国家由于疫情干扰，生产能力恢复受阻，使

得中国对东南亚的出口增长较缓，且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出口市场份额的争夺也较小；3）美国作为全球主要的外溢需求

提供者，其进口增长逐渐放缓。因此，全球产业链的组织结构在逐渐向疫情之前恢复，如果东南亚国家疫情后续能够得

到有效控制，对中国出口市场份额的压力会更大一些，下半年中国出口逐渐走弱的确定性仍然较高。而剔除基数影响的

中国进口需求仍然较为旺盛，后续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会对进口读数和大宗商品的进口数量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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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月中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回升至 32.2%高位，进口同比从超过 50%高点回落至 36.7%，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

至 515.3 亿美元（图表 1）。海关总署公布的季调数据显示，6月出口增速延续高位小幅回落趋势，进口增速从 5月高点回

落，中国进出口呈现出一定的放缓迹象（图表 2）。 

图表1 6 月出口增速回到高位 

 

图表2 6 月经季调的进口和出口增速皆呈高位放缓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为了剔除去年基数变化较大的影响，我们采用两年平均增速分析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国别结构。分产品来看，6月出口两年平

均增速的波动主要是由机电产品拉动的，其贡献从上月 6.8%回升到 9.4%；此外，防疫物资（贡献 0.7%）、劳动密集型商品

（贡献 1.8%）、钢材（贡献 0.9%）、以及其它产品（贡献 3.3%）对出口的拉动均上升了 0.4 个百分点，体现了外需的整体

扩张（图表 3）。 

分国别来看，中国出口向欧盟迁移，美国和东南亚对中国出口的拉动有所减弱。对欧盟、中国香港、及其它地区出口的拉动

较上月显著回升，并且均超出了 4月的拉动幅度；而对美国、东盟和韩国出口的拉动仅比上月小幅回升，并明显不及 4月水

平；对日本出口的拉动比上月还有进一步下降（图表 4）。6月以来东南亚地区疫情再度爆发，影响到东南亚地区的产能恢复

（图表 5、图表6）；而美国进口向欧洲和美洲集中，且二季度以来美国进口增速整体放缓（图表 7）。 

可见，中国出口面临的外需环境是：今年以来欧洲产能恢复之后，以较快速度拿回出口市场份额（图表 9），并且从中国进

口原材料中间品增多（图表 8）；而东南亚的疫情反扑则使得中国保持了部分出口市场份额；美国作为全球需求的主要外溢

提供者，二季度以来进口增速有所放缓。 

图表3 6 月出口的拉动主要在于机电产品 

 

图表4 6 月中国对欧盟出口的拉动超过 4月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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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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 6 月东盟和韩国疫情显著恶化 

 

图表6 6 月其它欠发达国家疫情再度回升到高位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7 今年以来美国进口向欧洲和美洲集中 

 

图表8 欧盟从中国进口的原材料显著上升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注：2021为两年平均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注：2021为两年平均 

图表9 今年以来欧洲继续快速拿回出口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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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采用两年平均增速分析进口的产品结构。考虑到去年 6 月进口基数的抬升，6 月中国进口两年平均增速进一步上扬至

18.8%，为 2018年 10月以来新高，因此，6月进口本身不弱（图表 10）。6月中国进口的拉动集中在集成电路、铁矿石和

农产品，以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铜材和铜矿、汽车、医药类产品进口的两年平均增速也较快（图表 12）。6月国际大宗商

品价格进一步上涨，但主要体现为原油和煤炭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使得这两类产品进口的价格拉动扩大；而铜、铁矿、钢材

等金属价格出现回调，6 月中国对这些产品的进口体现为数量贡献增强、价格贡献减弱（图表 11）。总体上进口体现出的中

国内需状况仍然较好。 

图表10 6 月中国进口的两年平均增速创新高 

 

图表11 6 月主要是能源类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注：2021为两年平均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注：2021为两年平均 

图表12 6 月中国进口拉动集中在集成电路、铁矿石、农产品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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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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18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