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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贸易数据点评

6 月出口超预期，主要商品进口量增速下滑值得关注

据海关总署统计，以美元计价，2021 年 6 月出口额同比 32.2%，前值为 27.9%，上年同

期为 0.2%；进口额同比 36.7%，前值为 51.1%，上年同期为 3.2%；贸易顺差 515.3 亿美元，

前值为 455.4 亿美元，上年同期为 447.9 亿美元。

主要观点：

6 月出口增速回升超出市场普遍预期，显示海外需求回升及全球第三波疫情高峰对我国

出口的拉动作用强劲。整体上看，上半年受全球经济修复带来需求增长，以及境外疫情反

复产生的订单转移效应影响，我国出口实现了 38.6%的超预期大幅增长，并带动工业生产增

速超过疫情前平均水平，成为推动国内经济修复的关键性力量,出口结构持续改善。进口方

面，主要受基数抬升影响，6 月进口增速明显回落，但两年复合增速创下今年以来新高，显

示在撇除基数因素后，当月进口动能仍显强劲，其中价格因素依然起到主要拉动作用。同

时值得关注的是，受上年基数变化、当前进口价格高企及内需边际变化等因素影响，6 月进

口规模居前的四大项主要商品进口数量同比均有不同程度下滑，其中三项出现同比负增长。

展望未来，受基数抬高及海外产能修复影响，下半年出口增速会出现回落势头。进口

方面，受基数抬升影响，6 月进口增速将有明显下行。但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处高位波

动，且未来一段时间国内经济仍有修复趋势，预计 6 月进口金额同比增速将保持在 20%左右。

具体分析如下：

图 1 6 月出口增速意外反弹，进口受基数影响增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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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6 月出口增速回升超出市场普遍预期，显示海外需求回升及全球第三波疫情高峰对

我国出口的拉动作用强劲。

按美元值计算，2021 年 6 月我国出口额同比增长 32.3%（以人民币计价同比增长 22.0%，

差值为上年同期至现在人民币升值所致，汇率变动对进口额增速的影响类似），增速较上月

回升 4.3 个百分点，超出市场普遍预期。此前市场普遍判断 6 月出口增速会有一定幅度的下

滑，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 6 月广东局部地区疫情出现反复，部分港口“压港”现象比较严

重，会影响出口发货；二是我国制造业 PMI 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进入萎缩区间。

不过，6月出口增速不降反升，显示当前海外需求回暖以及前期全球第三波疫情高峰对

我国出口的拉动作用异常强劲，这尤其体现在对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速变动方向上。6 月我国

对欧盟和日本出口增速大幅反弹，分别比上月加快 14.6 和 21 个百分点。实际上，当月我国

对美出口也保持了较快增长，增速仅较上月小幅下滑 2.8 个百分点。整体上看，6 月我国对

美欧日出口增速为 22.6%，较上月加快 7.7 个百分点，而上年同期基数仅下行 3.6 个百分点。

我们认为，这背后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大规模财政、货币政策刺激下，伴随疫苗接种较

快推进，这些区域的进口需求迅速增长；二是前期以印度疫情升温为代表，全球疫情第三波

高峰期间海外产能修复受阻，订单大规模向我国转移。

6月我国对东盟、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速下行，主因在于上年同期基数变化，并非

源自当月出口金额出现明显下行波动。此外，在上年基数平稳的基础上，当月我国对俄罗斯

出口增速大幅上升，或与该国近期疫情升温直接相关。

图 2 6 月我国对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速整体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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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受上年基数变化影响，6 月我国对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速普遍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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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看，上半年受全球经济修复带来需求增长，以及境外疫情反复产生的订单转移效

应影响，我国出口实现了 38.6%的超预期大幅增长，并带动工业生产增速超过疫情前平均水

平，成为推动国内经济修复的关键性力量。结构方面，上半年我国出口呈现以下特征：一是

一般贸易占比上升，达到 61.9%，比去年同期提升 1.7 个百分点。一般贸易通常是真正体现

一国外贸竞争力的贸易方式。一般贸易占比上升，意味着我国出口的科技含量和出口竞争力

在提升。

二是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速为 40.2%，高于整体出口增速。相比原材料和初

级产品，机电产品的附加值更高，在价值链上的属于中高端产品。这类产品出口占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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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出口产品向价值链上游攀升的标志。

三是上半年民营企业出口增长 45.3%，显示高于整体出口增速，在我国出口中的占比达

到 56.8%，比上年同期提升 2.9 个百分点。上半年民营企业出口“稳定器”作用突出，一个

重要原因是民营企业在机制上具有灵活性，在全球疫情背景下对出口市场的变化反应迅速；

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营商环境在持续改善，民营企业活力和竞争力整体在上升。

二、主要受基数抬升影响，6 月进口增速明显回落，但两年复合增速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显示在撇除基数因素后，当月进口动能仍显强劲，其中价格因素依然起到主要拉动作用。

主要受基数抬升影响，6 月进口增速明显回落。当月进口额同比增长 36.7%，增速较上

月大幅放缓 14.4 个百分点。从两年增速来看，6月进口额相较 2019 年同期的两年复合增速

为 18.8%，高于前值 12.4%并创年内新高，显示在撇除基数因素后，6 月进口动能依然强劲。

6月价格因素仍对进口金额同比增速起到主要拉动作用。尽管 6 月大宗商品价格环比涨

势减弱，但在经过前期的快速上冲后，当前主要大宗商品价格绝对水平已处高位；当月铁矿

石、大豆、煤炭、铜等商品价格不仅远高于去年同期，也大幅高于 2019 年同期，原油价格

也已超过 2019 年同期水平。6 月 RJ-CRB 商品价格指数月均值同比大幅上涨 53.6%，虽低于

前值 62.4%，但两年复合增速从上月的 6.5%提高至 9.0%。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我国进

口货物按到岸价格统计，因此受运输时滞影响，6 月进口数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反映前期价

格快速上涨的影响。整体上看，上半年价格因素对进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35.4%。

图 4 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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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口需求角度来看，二季度以来国内制造业 PMI 转入常态运行水平，非制造业 PMI

高位小幅回落。整体上看，当前内需平稳修复，加之出口强劲对相关原材料和中间品进口形

成较强拉动，这是本月进口额保持高增的主要原因。不过，单就 6 月而言，受上年基数变化、

当前进口价格高企及内需边际变化等因素影响，进口规模居前的四大项主要进口商品数量同

比均有不同程度下滑，其中三项出现同比负增长。具体来看，（1）6 月原油进口环比价升量

跌，进口金额环比保持增长，但因去年同期原油进口环比量价齐升，故当月同比基数与上月

相比明显抬高。在基数抬升影响下，6 月原油进口量同比降幅较上月扩大 9.9 个百分点至

-24.5%，进口额同比增速较上月下滑 42.3 个百分点至 62.8%。

（2）由于此前受降雨影响而延期的巴西大豆开始集中到港，6 月大豆进口量环比增长

11.6%，但因去年同期基数大幅走高，同比反而下降 3.9%（前值为增长 2.5%）；不过，当月

大豆进口价格上扬，同比涨幅亦明显走阔，受此拉动，6 月大豆进口额增速较上月加快 2.5

个百分点至 44.4%。

（3）6 月铁矿石进口价格持续上涨，同比涨幅从上月的 99.0%加快至 108.4%，但因外

矿供应偏紧，6 月铁矿石进口量环比延续下降，加之基数走高，同比大幅下降 12.1%（前值

为增长 3.2%），拖累当月进口额同比增速较上月放缓 22.0 个百分点至 83.3%。

（4）6 月集成电路进口量价齐升，进口量环比增长 3.1%，但因基数走高，同比增速小

幅下滑 0.6 个百分点至 23.5%；不过，由于进口价格环比上扬，同比涨幅较上月扩大 5.7 个

百分点至 6.4%，6 月集成电路进口额同比增速较上月加快 6.4 个百分点至 31.4%。

图 5 主要商品进口量及进口额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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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2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