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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 事件：2022年 8月 7日海关总署公布进出口数据，7月进出口总值为 5646.6亿美

元，当月同比增长 11%（前值 10.3%），累计同比增长 10.4%（前值 10.3%）。其

中，出口当月同比增长 18%（前值 17.9%，按美元计），进口同比为 2.3%（前值

1%，按美元计）。 

⚫ 7月出口再超预期，出口当月同比增速已连续 3个月上行，其中前期受疫情影响较

严重的城市环比增速改善仍在延续。据上港集团消息，7月上海预计集装箱吞吐量

创同期新高，预计完成超 43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超 16%，环比增长超 13%。 

⚫ 即便海外疫情反弹，防控放松带来的社交商品进口需求还在延续。7月服装、鞋

靴、箱包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分别较前值上升了 0.9、0.5、0.3个百分点至 12.9%、

33%、36%，数量上鞋靴和箱包出口累计同比也延续前期上行，但增速上行幅度缩

小。值得注意的是，7月海外疫情有所反弹带动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出口金额累计

同比增速较前值上升 0.6个百分点至 11.9%。 

⚫ 机电产品出口增速企稳回升。7月机电产品出口金额累计同比为 10%（前值

9.6%），占累计出口金额的比重仅从 56.8%小幅下降至 56.6%。其中汽车相关商品

出口表现较好，汽车（含底盘）出口累计同比增速为 54.3%（前值 52.4%），为年

内首次回升，汽车零配件出口累计同比增速为 10.3%（前值 7.5%），延续前期上

行；其余中间品或资本品中，集成电路出口增速回落幅度较大，出口累计同比增速

为 13.5%（前值 17.2%）。 

⚫ 对美国、韩国出口增速明显回落。7月对美、欧盟、东盟、日、韩出口金额当月同

比增速为 11%、23.2%、33.5%、19%、15.3%，分别较前值变动-8.4、6.1、4.5、

10.8、-10个百分点；当月出口占比为 16.5%、16%、16%、4.8%、4.3%，分别较

前值变动-0.4、0.8、0.2、0.3、-0.5个百分点。 

⚫ 虽然 7月中国对韩出口增速迅速回落，但年初以来进口累计同比降幅更大，中韩之

间顺逆差关系正在转换。韩国海关数据显示韩国已经连续 3个月对华贸易逆差（7

月数据为前二十天），或结束近 30年顺差时代，从长期占比变化来看，中国进口源

于韩国的比例从 2018年高点 9.6%已经下降到了 7.6%（2022年 7月累计占比）。 

⚫ 欧洲能源供应紧张整体上或利好中国出口。随着对俄制裁的加剧，欧盟能源供应愈

发紧张，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因能源供应紧张停工停产的现象。根据 2021年三季度德

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进口数据（当时由于气候问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足，电力

供应同样紧张），电价增速上涨往往伴随着进口增速上升，并且随着电价增速突破

一定阈值，总进口和电价的同比增速走势更加趋同，其中消费品、中间品敏感性较

强，资本品较弱。 

⚫ 以大豆为主的粮食作物当月进口同比转降为升以及汽车当月进口同比降幅明显收窄

带动进口企稳回升。具体来看：（1）前 7个月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能源大宗商品

进口维持量减价扬，其中成品油进口金额当月同比增速较前值下降了 17.6个百分点

至-9.1%；（2）大豆进口金额当月同比增速为 15.7%（前值-4.75%）；（3）汽车

（含底盘）进口金额当月同比增速为-7.6%（前值-37.8%）；  

⚫ 7月出口数据依然远超预期。展望后续：（1）全球通胀高企的背景下，中国供应链

畅通以及能源保供措施带来的成本优势格外突出，后续出口份额有望继续维持在高

位；（2）除了欧盟以外，日本对俄的能源依赖度也不低，当前俄罗斯能源供应量仍

然不足，后续欧、日进口需求均有望拉动中国出口。 

⚫ 风险提示：欧洲能源短缺对欧洲进口需求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国内局部疫情反弹

对供应链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当前中美关系紧张，韩国是否加入美国芯片联盟也

存在变数，或影响中美、中韩的进出口贸易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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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进出口金额当月同比（%，美元口径）  图 2：疫情后我国出口份额及其与 2015-2019 均值的差（%）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2021年为两年复合增速  数据来源：WTO，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3：对各地区出口当月同比（%，美元口径）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2021年为两年复合增速 

 

图 4：部分出口商品金额累计同比（%，美元口径）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笔记本、未锻轧铜及铜材、机床、电子元件 7月数据尚未公布，并非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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