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3 月贸易数据点评

集中出运带动 3 月出口降幅收窄 海外疫情影响将在 4 月进一步显现

据海关总署统计，以美元计价，2020 年 3 月出口额同比-6.6%，前值（1-2 月累计值，

下同）-17.2%，上年同期为增长 14.0%；进口额同比-0.9%，前值-4.0%，上年同期为-7.2%；

贸易顺差 199.0 亿美元，前值为逆差 71.0 亿美元，去年同期为顺差 314.6 亿美元。

主要观点：3 月我国出口降幅明显收敛，主要归因于供给端的改善，带动前期积压订单

集中出运。当月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复工复产加速，供应链逐步恢复，前期积压的出口订

单得以集中出运。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 3 月欧美疫情升级对我国出口的负面影响。进口

方面，3 月国内各项生产、消费活动逐步恢复，需求开始回补，尤其是供给端恢复对产业链

上配套进口需求产生提振，带动进口增速回升。但当月原油、煤炭、铁矿石等主要大宗商

品进口增速普遍回落，表明实际内需情况并不乐观。

展望 4 月，海外疫情升级及欧美各国管控措施收紧，对全球供应链和需求的冲击将会

逐步显现，加之前期积压订单集中出运量下降，预计 4 月出口降幅将有所扩大。不过，当

前国内逆周期调节加力势头明显，以基建为代表的投资端发力，将对进口需求产生提振，

加上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确认的贸易采购要求，后续进口获得的支撑要强于出口，贸易

顺差同比收敛的态势还将持续。这也意味着接下来稳定国内经济运行需要着力扩大消费和

投资等内需。

具体分析如下：

图 1 进出口增速及贸易顺差（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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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 月出口降幅明显收窄，主因国内复工复产加速，供应链逐步恢复，前期积压的出

口订单得以集中出货。

3月出口贸易额同比下降 6.6%，降幅较 1-2 月收窄 10.6 个百分点，明显好于市场普遍

预期。3月我国出口贸易韧性较强，主要归因于供给端的改善，带动前期积压订单集中出运。

当月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复工复产加速，供应链逐步恢复，前期积压的出口订单得以集中出

货。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 3月欧美疫情升级对我国出口的负面影响。而从需求端来看，3

月新冠疫情在境外加速扩散，作为我国主要出口市场的欧盟和美国成为新的疫情中心，对外

需产生明显冲击。我们看到，在 2 月大幅下滑至 28.7%的情况下，3月制造业 PMI 新出口订

单指数录得 46.4%，继续处于收缩区间，即表明当月外需进一步萎缩。这也意味着，供给恢

复和前期需求回补带来的出口数据改善恐难以持续。

图 2 3 月制造业 PMI 新出口订单指数仍处收缩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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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我国对主要市场出口增速普遍回升。具体来看，1-3 月我国对美国、欧盟和日本出

口额累计同比下降 25.2%、16.0%和 16.0%，降幅较 1-2 月分别收窄 2.5、2.4 和 8.5 个百分

点；对印度、俄罗斯、巴西出口额累计同比下降 9.9%、14.6%、1.3%，降幅较 1-2 月分别收

窄 4.0、0.8 和 2.5 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3 月我国对东盟出口增速转负为正，1-3 月累

计同比增长 0.4%，较前值提高 5.5 个百分点；当月东盟继续为我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对东

盟出口额占我国出口贸易总额的 16.2%，高于欧盟的 13.0%和美国的 10.0%。

图 3 我国对发达经济体出口金额（美元）增速：同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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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我国对主要新兴经济体出口金额（美元）增速：同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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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 月国内各项生产、消费活动逐步恢复，前期积压的需求开始释放，带动进口增速

回升；但当月主要大宗商品进口增速普遍回落，表明实际内需情况并不乐观。

进口方面，3 月国内各项生产、消费活动逐步恢复，前期积压的需求开始释放，带动进

口增速回升。当月进口额同比下降 0.9%，降幅较 1-2 月收窄 3.1 个百分点。而因前期国内

疫情防控措施对出口的影响更为明显，3 月出口增速回升幅度更大，影响当月贸易平衡重回

顺差，顺差额 199.0 亿美元，仍大幅低于去年同期值 314.6 亿美元。

从主要进口商品来看，3 月集成电路进口量和进口额增速回升明显，很大程度上反映出

供给端恢复对产业链上配套进口需求的提振；但当月我国对原油、煤炭、铁矿石等主要大宗

商品进口增速普遍回落，对汽车进口降幅进一步扩大，则表明实际内需情况并不乐观。具体

来看，1-3 月我国对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增长 32.5%，高于前值 26.2%；进口额增长 10.6%，

高于前值 5.3%。1-3 月我国对原油、铁矿石、煤及褐煤、大豆等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分

别增长 5.0%、1.3%、28.4%、6.2%，低于前值 5.2%、1.5%、33.1%和 14.2%；进口额同比增

速分别为 5.8%、11.7%、21.0%、-1.1%，低于前值 14.7%、17.1%、25.1%和 4.2%。1-3 月我

国对汽车和汽车底盘进口量、进口额同比下降 15.5%、8.7%，降幅较前值分别扩大 4.2 和 2.6

个百分点。

图 6 主要进口商品数量与金额（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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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8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