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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摘要 

1、二季度以来贸易状况都比市场预期要好，一方面是国内复工复产持

续推进和稳外贸力度加大促进了进出口增长，另一方面是东亚、欧洲等地

区疫情逐渐好转以来全球需求有所恢复。 

2、从贸易地区来看，对东盟、欧盟和日本进出口增长，对美国进出口

下降。从出口产品来看，纺织品、机电产品出口保持增长，而部分劳动密

集型产品出口下降。 

3、进口小幅增长，主要初级产品进口增长势头较好。国内生产逐渐恢

复，内需改善带动进口增长。中国下半年经济运行将好于上半年，内需回

暖较为明确，将带动进口增长。 

4、现在看出口比预期好得多，只要海外复工复产在加快，中国出口应

该能稳定在正增长的区间，对整体出口不悲观。也要关注疫情是否会反复，

以及贸易摩擦还是有升级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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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据海关统计，按美元计价，今年 7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 4129.3亿美元，

同比增长 3.4%，连续两个月实现正增长；其中，出口 2376.3 亿美元，同

比增长 7.2%；进口 1753亿美元，同比增长-1.4%；贸易顺差 623.3亿美元，

同比扩大 183.2亿美元。 

图 1 进出口增速与贸易差额 

 

资料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7 月份进出口实现正增长，创年内最快增速，二季度以来贸易状况都

比市场预期要好。一方面，国内复工复产持续推进，稳外贸力度加大，国

内生产持续加快，促进了进出口增长。工业产出水平已经恢复到往年水平，

4 月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速已经连续 3 个月正增长，预计 7 月份还会适度加

快。另一方面，东亚、欧洲等地区疫情逐渐好转，近期美国和欧元区制造

业 PMI 创近一年多的新高，全球需求有所恢复。从我国周边国家贸易数据



                                                                               宏观数据点评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BFRC) 

   3 

来看，7月份普遍改善，越南、中国台湾出口增速分别为 0.2%、0.36%，实

现小幅增速；虽然韩国出口-7%仍然较低，但已结束连续 3个月的两位数下

跌。整体来看，全球需求有望逐渐改善。 

图 2 中国及亚洲周边国家出口增速 

 

资料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从贸易地区来看，对东盟、欧盟和日本进出口增长，对美国进出口下

降。对东盟进出口延续增长态势，前 7个月增长了 6.6%，占外贸总值的 14.6%。

东盟保持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对整个上半年包括 7 月中国出口保持韧

性作出了较大贡献。对欧盟的出口有改善，前 7月增长了 0.1%，占外贸总

值的 14%。欧洲疫情得到控制以来经济正在逐渐恢复，促进了外需的恢复。

对日本出口也在改善，出口增速已经转正到 0.2%。前四大贸易伙伴中只有

对美国出口是负的，主要是受中美摩擦加大、部分美国订单转移等因素的

影响。这也表明中国出口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中美摩

擦对中国出口带来的负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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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口产品来看，纺织品、机电产品出口保持增长，而部分劳动密集

型产品出口下降。防疫物资出口增长快速，前 7 个月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

品出口增速达到 35.8%，比前 6 个月提升 3.4 个百分点。近期机电产品出

口改善，前 7个月出口实现 0.2%的小幅增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仍然较

差，服装、箱包、鞋类、玩具、家具等产品出口负增长，增速分别为-13.8%、

-26.7%、-26.7%、-2.4%、-2.6%。 

图 3 部分出口产品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进口小幅增长，主要初级产品进口增长势头较好。国内生产逐渐恢复，

内需改善带动进口增长。从进口量来看，进口铁矿砂、原油、钢材、大豆

等进口增速都达到两位数，增速分别为 11.8%、12.1%、49.3%、17.7%。从

进口价格来看，年初以来主要进口初级产品价格较低，但近期进口价格普

遍上涨，特别是进口铁矿砂呈量价齐升态势。初级产品输入性价格上升，

预计近期 PPI 降幅将显著收窄。中国下半年经济运行将好于上半年，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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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暖较为明确，将带动进口增长。 

随着疫后经济复苏，对整体外贸形势不悲观。现在看出口比预期好得

多，只要海外复工复产在加快，中国出口应该能稳定在正增长的区间，对

整体出口不悲观。二季度可能是全球经济的低点，外需状况有望逐渐修复，

缓解中国出口压力。作为中国主要出口目的地的欧洲复工复产在不断推进，

当地经济恢复情况不错的，带动中国相关的外需的回升。当然，也要关注

疫情是否会反复，以及贸易摩擦还是有升级的迹象。中美之间摩擦升级、

斗争的长期化还是一个大背景，所以国内提出“双循环”战略新格局也是

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一个必要手段，未来进出口肯定还是双循环的重要组

成部分，但更多可能还要依赖国内这个大市场，把内需提振起来。另外在

海外卡脖子领域提高创新、保证产业链的保障能力，这样才能保证这个“双

循环”能够循环起来，而不被外部卡脖子的部分“断供”。 

图 4 全球及部分国家制造业 PMI 

 

资料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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