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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三季度国际收支分析报告 

经常项目顺差创历史新高，短期资本流动冲击

减弱，第二波汇率调整有惊无险 
 
[Table_Summary]  

8 月中旬以来，人民币汇率发生了第二波快速调整，9 月中旬起再度跌破整

数关口。但是，反映对外经济部门全貌的国际收支数据显示，经常项目顺差

创历史新高，资本项目逆差有所扩大，但短期资本净流出减少，交易因素引

起的外汇储备资产增加，国际收支延续了自主平衡格局，充分体现了我国作

为大型开放经济体的体量优势和对外经济部门的强大韧性。 

 三季度，经常项目顺差 1440 亿美元，为历史单季最高值，占当季 GDP

比重为 3.2%。经常项目顺差扩大主要由于货物贸易和二次收入顺差增

加，服务贸易逆差减少。旅游收支数据显示，尽管当季人民币汇率加速

调整，但居民个人没有出现抢购和囤积外汇的顺周期羊群效应。 

 当季，货物贸易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带动贸易顺差扩大。净出口对当季

GDP 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但外需对增长的贡献率有所降低，

消费重回“三驾马车”之首，表明随着一揽子及接续稳增长政策落地生效，

内需逐渐企稳回升。 

 三季度，资本项目（含净误差与遗漏）逆差 1067 亿美元，同比和环比均

有所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和外来直接投资减少是主要原因。这一方

面是考虑到去年外来直接投资的高基数，增量外资流入减少。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 8 月以来局部地区高温限电、疫情多点散发等因素影响，外商

直接投资步伐有所放缓。 

 三季度，基础国际收支（即经常项目与直接投资合计）顺差 1169 亿美元，

同比小幅下降，环比有所增加，主要因为经常项目差额增幅大于直接投

资差额降幅。当季，短期资本净流出额为 796 亿美元，同比和环比均有

所下降，与基础国际收支顺差之比负值减小，表明当季短期资本流动冲

击有所减弱，基础国际收支顺差仍成功抵御短期资本净流出。 

 三季度，交易因素引起的外汇储备资产增加 388 亿美元，但同期央行外

汇占款累计减少 60 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增加主要来自于外汇储备经营

收益的计提。当季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加速调整，时隔两年再度跌破整数

关口，央行没有消耗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显示了央行恪守汇率政策

中性的定力。 

 当季，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下降 423 亿美元，主要反映了汇率折算和资产

价格变动的影响，负估值效应 811 亿美元，连续两个季度收敛。由于海

外通胀居高不下、美联储超预期紧缩，全球股债汇“三杀”行情延续，当

季美元指数上涨，非美元货币兑美元普遍下跌，全球主要股票指数下跌，

美债收益率上升，以美元标价的全球债券指数下跌。 

 风险提示：地缘政治局势发展超预期，海外主要央行货币紧缩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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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 2022 年三季度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结合现有数据对三

季度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分析如下。 

 

一、经常项目顺差创历史同期新高，主要由于货物顺差扩大和服务逆差缩小 

三季度，我国经常项目顺差 1440 亿美元，资本项目（含净误差与遗漏，下同）逆差 1067 亿美元，外

汇储备资产增加 388 亿美元，国际收支延续自主平衡格局（见图表 1）。 

 

图表 1. 三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中银证券 

 

三季度，经常项目顺差 1440 亿美元，为历史单季最高值，同比增长 74.4%；经常项目差额占当季名

义 GDP 的比重为 3.2%，上年同期为 1.8%，仍位于± 4%国际认可的合理范围以内，表明人民币汇率基

本处于合理均衡水平（见图表 2）。从分项来看，当季货物顺差同比增加 580 亿美元，二次收入顺差

增加 20 亿美元，服务逆差减少 13 亿美元，分别贡献了当季经常项目增幅的 92%、3%和 2%（见图表

3）。今年前三季度，经常项目顺差累计 3104 亿美元，为历史同期最高值，同比增长 56%，与同期国

内生产总值之比为 2.4%，主要来自于货物贸易顺差扩大、服务贸易逆差缩小，其中货物贸易累计顺

差 5216 亿美元，同比扩大 37%，服务贸易累计逆差 656 亿美元，缩小 23%，二者分别贡献了 127%和

17%（见图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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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经常项目差额及其占名义 GDP 比重  图表 3. 经常项目差额及其构成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中银证券 

 

二、出口增加及进口小幅减少带动贸易顺差扩大，贸易条件持续改善 

三季度，货物贸易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带动贸易顺差扩大。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出口额为 8869 亿美

元，同比增长 6.4%，货物进口额为 6860 亿美元，同比微降 0.5%，货物贸易顺差为 2008 亿美元，同

比增长 39.4%（见图表 4）。 

海关总署公布的进出口指数显示，三季度，我国贸易条件指数持续提高，并在 8、9 月份重回 100 上

方，季度均值为 102，是自 2020 年 12 月以来首次突破 100。这表明在海外通胀高企、大宗商品价格

有所回落的背景下，我国出口价格延续上涨趋势，季均同比上升 13.4%，较去年同期上升 6.8 个百分

点，而进口价格涨幅有所收窄，季均同比上升 11.4%，较去年同期回落 5 个百分点，贸易条件由此改

善（见图表 5）。 

 

图表 4. 国际收支口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及差额  图表 5. 出口及进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条件指数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万得，中银证券 

注：（1）贸易条件指数=（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100；（2）该

指数低于 100，意味着贸易条件同比恶化，要用更多的出口才能换取同等

金额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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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出口价格和数量贡献因素来看，三季度出口增长主要由价格因素贡献，出口数量在 8、9 月份出

现同比小幅负增长，分别为-0.8%、-2.2%（见图表 6），反映了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紧缩背景下，外

需有所放缓，对于出口的拉动作用趋于减弱。进口方面，进口价格和数量因素几乎相互抵消，进口

金额增速在零附近。其中，进口价格增速逐月放缓，同时进口数量负增长有所收敛，当季平均负增

长 5.1%，较二季度的负增长 11.1%下降了 6 个百分点（见图表 7），这表明进口需求有所恢复。 

 

图表 6. 出口数量及价格贡献拆分  图表 7. 进口数量及价格贡献拆分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万得，中银证券 

 

三季度，服务贸易逆差为 292 亿美元，较去年的低位继续同比收窄 4%。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和电

信、计算机及信息服务为主要正贡献项，分别贡献了逆差收窄的 191%和 157%（见图表 8）。从分项

来看，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 79 亿美元，同比减少 24 亿美元，电信、计算机及信息服务顺差 44 亿美

元，同比增加 20 亿美元，二者收入均有所增加，同时支出有所减少，表明我国知识产权和电信服务

水平有所提升，带动服务贸易逆差缩窄。此外。运输服务逆差 65 亿美元，同比增加 23 亿美元，主

要由于运输服务支出增长 12%，快于收入增长 7%（见图表 9）。 

当季，旅行服务逆差为 285 亿美元，同比增加 5 亿美元，仍处于历史低位。其中，旅行收入同比减

少 1 亿美元，旅行支出增加 4 亿美元。值得指出的是，今年 3 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兑美元，下同）

经过 4、5 月和 8、9 月份两波快速调整，从 6.3 一路跌至 9 月末的 7.1 比 1 附近，但旅行支出项仅小幅

增加，居民个人在购汇方面整体保持了理性。二三季度旅行支出合计仅同比增加 11 亿美元，占同期

服务支出增加额的 10%。这一方面由于国际旅行仍然受到疫情限制，跨境旅游尚未完全恢复；另一

方面，也显示居民个人没有出现六七年前人民币贬值恐慌下抢购和囤积外汇的顺周期羊群效应。当

时，旅行支出在 2015 年三季度和 2016 年四季度分别同比增加 62 亿、99 亿美元，贡献了当季服务支

出同比增加额的 1402%、84%（见图表 10），是服务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 

近年来，我国服务支出结构发生明显转变，服务贸易多元化程度提升。其中，旅行支出占比由 2015-2016

年的平均 57%降至 2020 年以来的 28%；随着我国货物贸易快速增长，带动运输支出项占比由 19%上

升至 31%；以知识产权使用、电信计算机和其他商业服务为代表的新兴服务支出占比有所上升，三

者合计由 17%上升至 31%（见图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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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 服务贸易差额及分项构成情况  图表 9. 运输支出和收入及差额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中银证券 

 

图表 10. 旅行及服务贸易收入和支出情况  图表 11. 服务贸易支出主要分项构成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中银证券 

注：2022 年数据为前三个季度合计。 

 

三季度，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 1716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占当季名义 GDP 比重为 3.8%，同比提高

1.3 个百分点（见图表 12）。当季，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外需）对当季 GDP 同比增长的拉动作用为

1.1 个百分点，环比上升了 0.1 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我国商品出口的全球市场份额为 14.09%，同

比回落了 0.47 个百分点（见图表 13）。这显示尽管我国出口市场份额拐点或已出现，但外需拐点尚

未到来，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未来出口放缓对于国内稳增长的挑战只增不

减。 

从贡献率来看，外需对当季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27.4%，环比回落了 217.4 个百分点；消费和投资（内

需）贡献率分别为 52.4%、20.2%，环比增加 263.6、减少 46.2 个百分点，分别拉动当季经济增长 2.0、

0.8 个百分点。消费贡献重回“三驾马车”之首，外需贡献降至次位（见图表 14 和 15）。这表明，随着

一揽子及接续稳增长政策落地生效，内需正在逐渐企稳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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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货物和服务贸易差额及其占 GDP 比重和拉动作用  图表 13. 中国商品出口全球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WTO，中银证券 

 

图表 14. 三大需求对当季 GDP 同比增长的拉动作用  图表 15. 三大需求对当季 GDP 同比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万得，中银证券 

 

三、资本项目逆差扩大，外来直接投资下降和对外直接投资增加是主要原因 

三季度，资本项目（含净误差与遗漏）逆差 1067 亿美元，同比和环比分别增加 439 亿和 102 亿美元，

占当季 GDP 比重为 2.4%，同比和环比增加 1 和 0.2 个百分点（见图表 16）。这主要是由于直接投资

净流入同比减少 703 亿美元，贡献了资本项目逆差同比扩大的 160%。其中，对外直接投资 402 亿美

元，同比增加 111 亿美元，外来直接投资 130 亿美元，同比减少 593 亿美元（见图表 17），这一方面

是由于去年外来直接投资高基数，增量外资流入边际减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 8 月以来局部地区高

温限电、疫情多点散发等因素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步伐有所放缓。 

对此，近期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稳外资、稳外贸举措，比如 9 月 13 日，国常会部署了进一步稳外

贸稳外资的举措；9 月 27 日，商务部印发了《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措施》，全力支持外贸

企业保履约、保订单、保交付；10 月 25 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十五条措施促外资扩增量稳存量

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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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 资本项目差额及其占 GDP 比重和构成情况  图表 17. 外来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以及直接投资差额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中银证券 

 

四、基础国际收支依然强劲，短期资本流动冲击有所减弱 

三季度，基础国际收支（即经常项目与直接投资合计）顺差 1169 亿美元，同比小幅下降 89 亿美元，

环比增加 253 亿美元，主要是因为经常项目差额增幅 665 亿美元大于直接投资差额降幅 412 亿美元（见

图表 18）。当季，短期资本净流出额为 796 亿美元，同比和环比分别下降 25%、28%，与基础国际收

支顺差之比为-68%，负值较上年同期和上季度分别下降 16、53 个百分点（见图表 19）。这表明，当

季短期资本流动冲击有所减弱，基础国际收支顺差仍然成功抵御短期资本净流出，触发了“五重保护”

的第一重保护1。 

 

图表 18. 基础国际收支差额及其分项情况  图表 19. 短期资本流动与基础国际收支差额及二者之比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中银证券 

 
 

                                                                 
1 五重保护分别为：1.基础国际收支顺差较大；2.民间二级外汇储备较多；3.宏观审慎管理措施；4.资本外汇管制措施；5.官方

外汇储备干预。详见：《管涛：五重保护与“降准”的信号作用》，网易研究局，2022 年 4 月 26 日，

https://mp.weixin.qq.com/s/fN4LH9zccHiIL4pQUzlu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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