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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因素造成7月外贸读数偏高——7
月外贸数据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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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事项】 

 
◆ 据海关总署数据，以美元计，我国 7 月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18.0%，增

速较 6 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增长 2.3%，增速较上月提高

1.3个百分点。7月实现贸易顺差 1013亿美元。 

 

【评论】 

 
◆ 价格因素支撑 7 月进出口增速。当前全球通胀未见明显好转，大宗

商品价格处于高位，我国出口、进口产品价格亦不断走高，尤其是

出口价格近期涨幅较大，是造成近期我国出口、进口金额同比增速

读数偏高的重要原因。进口方面，7 月份主要进口商品量缩价扬，反

映国内生产动能放缓，进口需求偏弱；同时，能源产品、农产品、

工业基础产品等用于工农业生产与消费使用的商品进口价格大部分

延续上涨态势，表明国内输入性通胀压力仍在加大。出口方面，原

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价格高涨，液晶显示板、集成电路等制成品出

口价格涨幅较小，甚至同比下降，拖累相关产品出口增速。 

◆ 关注对美出口变化。7 月份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保持两位数的高增

长，但对美国出口金额同比增速较 6 月大幅回落 8.3 个百分点至

11.0%,当前美联储加息进程提速背景下美国衰退预期升温，且台海

冲突持续发酵，下半年对美出口能否保持稳定或为稳出口关键。 

◆ 预计下半年出口增速中枢趋于下行。受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等

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动能放缓预期转差，外需对我国出口支撑减

弱，同时全球产能继续修复，我国产能优势趋于减弱，疫情期间我

国新增订单存在回流至海外的风险，下半年出口增速中枢或趋于下

行。 

 

【风险提示】 
◆ 海外经济衰退风险 

◆ 全球供应链修复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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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月份出口持续高景气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Choice，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 2022年 7月 

注：2021年为两年平均增速 

1、 价格因素对进出口读数的影响较强 

价格上涨是进出口同比增长的重要支撑。全球通胀未见明显好转，2022 年 7

月末 CRB 现货指数较 6 月末下降 2.4%，但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增长近 50%。

受此影响，我国出口、进口产品价格不断走高，6 月份中国出口、进口价格同

比增长 15.7%、14.3%，较前值提高 6.1、1.6 个百分点。商品价格高涨，尤其

是出口价格近期涨幅较大，是造成近期我国出口、进口金额同比增速读数偏

高的重要原因。 

图表 2：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处于高位  图表 3：进出口价格指数持续走高 

 

 

 
资料来源：Choice，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2022年8月  资料来源：Choice，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2022年6月 

输入性通胀压力较大。一方面，7 月份主要进口商品量缩价扬，反映国内生产

动能放缓，进口需求偏弱。另一方面，7 月份能源产品、农产品、工业基础产

品等用于工农业生产与消费使用的商品进口价格大部分延续上涨态势，表明

国内输入性通胀压力仍在加大。 

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价格高涨。7 月份重点监测的出口商品中，成品油、稀

土、肥料出口价格涨幅位列前三，同比增长 89.5%、56.6%、45.5%，增速较 6

月份提高 8.5、20.6、6.7 个百分点，价格增长较多的出口产品主要为原材料

和初级产品，船舶、液晶显示板等制成品出口价格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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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差额(亿美元,右轴) 出口金额:当月同比(%) 进口金额:当月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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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价格指数 中国：进口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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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进口价格持续攀升  图表 5：7月主要商品出口价格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Choice，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2022年7月  资料来源：Choice，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2022年7月 

2、关注对美出口变动情况 

分产品看，受出口价格不均衡上涨影响，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比

重下降。7 月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13.0%和 2.4%，较前值

提高 0.5 和降低 5.1 个百分点，仍低于整体出口增速；占出口的比重为 55.6%、

24.6%，较去年同期降低 2.4、3.7 个百分点，处于 2018 年以来低位。近期机

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的比重下降，很大程度上是我国上述出口产品

价格涨幅较小，拖累其出口增速，推测和其议价能力偏弱有关。 

分国家看，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继续维持两位数高增长。7 月份我国对东盟、

美国、欧盟、日本、金砖国家出口同比增长 33.5%、11.0%、23.2%、10.0%、

40.9%，较上月变化 4.4、-8.3、6.0、10.8、13.0 个百分点。其中对美国出

口有较大回落，当前美联储加息进程提速背景下美国衰退预期升温，且台海

冲突持续发酵，下半年对美出口能否保持稳定或为稳出口关键。 

图表 6：机电产品出口修复提速，对东盟、美国出口有所提升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Choice，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 2022年 7月 

3、外需放缓叠加产能优势减弱，预计下半年出口增速

中枢趋于下行 

受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动能放缓预期转差，外需

对我国出口支撑减弱。7 月份美国、欧元区、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制造业

PMI 分别录得 52.8%、49.8%、52.1%，较前值下降 0.2、2.3、0.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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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示着外需边际放缓，尤其是欧元区 PMI 落至收缩区间，衰退风险增加。此

外，欧洲经济研究中心的 ZEW 经济预期指数显示，7 月份美国、欧元区分别为

-39.3、-51.1，较 6 月份降低 9.8、23.1 个百分点，表明对美国、欧元区未

来经济预期偏弱。 

图表 7：海外经济修复放缓  

  
资料来源：Choice，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 2022年 7月 

订单减少问题或为下半年出口隐忧。7 月份我国新出口订单 PMI 环比下降 2.1

个百分点至 47.4%，连续 15 个月位于收缩区间。当前全球面临衰退风险，需

求整体下滑，同时全球产能继续修复，我国产能优势趋于减弱，疫情期间我

国新增订单存在回流至海外的风险，下半年出口增速中枢或趋于下行。 

图表 8：新出口订单 PMI持续位于收缩区间 

 
资料来源：Choice，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 2022年 7月 

 

 【风险提示】 
 海外经济衰退风险 

 全球供应链修复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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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全球制造业PMI 美国:制造业PMI

欧元区：制造业PMI 日本：制造业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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