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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总量好于预期，结构分化趋势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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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疫情扰动减弱，8月进出口总量好于预期。8月中国出口和进口金额

均创下历史新高。出口同比增长25.6%（以美元计价）、两年复合平均增

速为17.0%，进口同比增长33.1%、两年复合平均增速为14.4%，均好于

预期与前值。8月农产品出口金额同比增长12.3%，南华农产品指数8月平

均同比上涨19.4%，侧面体现价格上涨是8月拉动出口增长的重要贡献项。 

出口结构分化趋势不变，防疫物资短暂反弹。（1）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

产品保持高增长。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两年平均同比增速达到

17.3%和15.5%。家用电器、集成电路、汽车及零配件、液晶显示板的当

月同比增速均维持在30%以上。而手机、音视频设备、船舶分别同比下降

24.9%、36.2%和2.4%。（2）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延续改善态势。一方

面受益于海外商品消费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东南亚等竞争出口国

在疫情扰动下订单回流中国。箱包服装鞋靴两年平均同比在7-8月由负转

正，而家具和玩具尽管仍然保持在双位数增速，但增速已有放缓迹象。（3）

防疫物资需求8月反弹，但未来回落趋势不变。Delta变异疫情蔓延，海外

防疫物资需求增加。8月包含口罩在内的纺织纱线制品、医疗器械出口金

额同比增速分别为-14.9%和17.9%，较7月增速回升了11.9和35个百分

点。随着疫苗接种率率的提高和第三针加强针的推行，疫情逐渐得到控制，

未来防疫物资需求大概率会继续回落。 

分地区来看，我国对各主要经济体出口呈现多点开花，欧盟领先，东盟

偏弱。8月我国对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的出口同比增速均比上月提升，

其中我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速29.4%超过了整体水平。我国对美国、欧盟、

日本和东盟的两年平均同比增速较7月分别上升了4.8、3.6、3.8、0.5个

百分点，体现了发达经济体仍然是我国出口的主要贡献项。7-8月我国出

口至东盟的增速明显低于二季度4-6月水平，说明东南亚疫情对该地区的

生产和消费需求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进口增速回升，量跌价升现象依旧明显。8月我国大豆、原油和铁矿砂的

进口金额同比增速分别为53.8%、59.8%和95.0%，但进口数量同比增速

分别为-1.2%、-6.2%和-2.9%，测算的进口单价同比增速分别为55.6%、

70.4%、100.7%。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进口金额增长的主要贡献项。 

我们判断，在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下，我国出口增速短期仍有一定支撑，

但四季度或将下滑至个位数区间。中国出口增速将会延续放缓趋势，因

为此前支撑我国出口走强的四个因素都在走弱：防疫物资需求下降，全球

复苏斜率放缓，欧美居民消费结构转变，中国出口的供给替代逻辑削弱。 

风险提示：疫情风险；全球经济运行风险；政策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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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内疫情扰动减弱，8月进出口总量好于预期 

8 月中国出口和进口金额均创下历史新高。8 月，中国出口（以美元计价）同比增长 25.6%，

高于市场预期的19.6%和7月的19.3%；两年复合平均增速为17.05%，高于7月的12.87%。

中国进口同比增长 33.1%，同样是超出了预期的 26.6%和 7 月的 28.1%；两年复合平均

增速为 14.43%，高于 7 月的 12.77%。8 月中国贸易顺差较上月扩大至 583.3 亿美元，是

今年 2 月以来的最高值。 

根据中港协数据，8 月上旬/中旬/下旬，沿海八大枢纽港口集装箱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

9.2%/5.3%/4.9%。8 月上旬各港口加快对受台风影响货物的装卸运输，11 日宁波舟山港

下属梅东港区发现无症状感染者并暂停该码头作业，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回落，18 日梅东

港区开始陆续恢复生产，同时期厦门港、广州港补足空缺，外贸增速均超过 20%。中国港

口协会表示，目前港口出口货源仍比较充足，但市场后续走势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如 9 月

上旬美国紧急失业救济金即将到期可能会对其消费市场需求带来影响。 

近期新出口订单 PMI 与出口金额走势出现分化。新出口订单 PMI 今年 3 月后持续下降，

并且最近连续四个月都位于 50 以下，然而出口增速回落缓慢，经常超出市场预期。首先，

二者统计调查方式不同。PMI 是扩散指数编制，统计对象是出口企业对景气度的观点，相

当于可以看做是对量的判断和环比上月比较。而海关总署出口金额统计方式是报关数据，

并且是出口金额（量*价）和与去年同期比较。其次，今年原材料价格大涨，海内外通胀

水平明显抬升，同时我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屡创新高，因此价格为出口总金额的贡献度

提高。8 月农产品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12.3%，较 7 月增速上升 8.5 个百分点，南华农产品

指数 8 月平均同比上涨 19.4%，因此价格上涨是 8 月拉动农产品出口增长的贡献项。 

图 1：中国出口金额与增速  图 2：中国进口金额与增速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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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中国出口与进口的两年复合平均增速  图 4：中国新出口订单 PMI 呈现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图 5：南华农产品指数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2、出口结构分化趋势不变，防疫物资短暂反弹 

在出口的三驾马车中，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高增，海外疫情扩散导致防疫物资需求

有所反弹。 

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保持高增长。机电产品占到我国出口金额的 57%，8 月以美元计

价同比增长 23.0%，高新技术产品占我国出口金额的 27%，8 月同比增长 19.2%，均高于

7月增速。从两年平均同比来看，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增速仍然达到 17.3%和 15.5%，

高于 7 月水平，体现了我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竞争优势得以保持。 

从机电产品的分项来看，家用电器（+33.2%）、集成电路（+38.9%）、汽车（+187.7%）、

汽车零配件（+30.1%）、液晶显示板（+39.8%）的当月同比增速均维持在 30%以上。而

手机、音视频设备、船舶分别同比下降 24.9%、36.2%和 2.4%，其中手机和音视频设备

已经连续两个月以上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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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我国机电产品与高新技术产品同比增速  图 7：机电产品当月出口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延续改善态势，一方面受益于海外商品消费需求增加，另一方面

则是由于东南亚等竞争出口国在疫情扰动下订单回流中国。从两年平均同比增速来看，8

月箱包、服装、鞋靴的增速分别为 6.4%、5.9%、3.0%，服装鞋靴两年平均同比在 8 月由

负转正，箱包增速则是在 7 月转正。家具和玩具的两年平均同比增速分别达到 20.2%和

15.6%，尽管仍然保持在双位数增速，但增长速度已经有放缓迹象。 

图 8：劳动密集型产品当月出口同比增速  图 9：劳动密集型产品当月出口金额两年平均复合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防疫物资需求 8 月反弹，但未来回落趋势不变。由于 Delta 变异株的传播，全球疫情出现

明显反弹，海外防疫物资需求增加。8 月包含口罩在内的纺织纱线制品、医疗器械出口金

额同比增速分别为-14.9%和 17.9%，较 7 月增速回升了 11.9 和 35 个百分点。从两年平

均同比来看，纺织纱线制品和医疗器械分别增长 11.8%和 28.0%，均较 7 月回升了 7.6 和

6.5 个百分点。从海外疫情形势来看，随着疫苗接种率率的提高和第三针加强针的推行，

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未来防疫物资需求大概率会继续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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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全球疫情新增确诊情况  图 11：防疫物资当月出口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3、出口国家多点开花，欧盟领先，东盟偏弱 

总体来看，我国对各主要经济体出口呈现全面开花的情况。8 月我国对美国、欧盟、日本

和东盟的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 15.5%、29.4%、19.5%、16.6%，均比上月增速提升，其

中我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速超过了整体出口增速。 

我国对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的两年平均同比增速分别为 17.7%、10.0%、8.9%、14.7%，

也都比 7 月明显加快，分别上升了 4.8、3.6、3.8、0.5 个百分点，体现了发达经济体仍然

是我国出口的主要贡献项。7-8 月我国出口至东盟的增速明显低于二季度 4-6 月水平，说

明东南亚疫情对该地区的生产和消费需求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图 12：中国对美欧日东盟当月出口同比增速  图 13：中国对美欧日东盟当月出口两年复合平均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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