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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12 月，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当月同比增长-8.9%，较 11

月降幅收窄 0.7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同比增长-9.9%，较 11 月继续回落

1.0 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增长-7.5%，较上月回升 3.1 个百分点。12 月，贸

易顺差 780.1 亿美元，同比降幅扩大至-16.3%，季度环比顺差呈现收窄。

全年出口同比增长 7%，主要是下半年增速下滑拖累，我国出口贸易占

比较高的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双双下降是主要压力。当前全球出

口和制造业景气均持续承压回落，2023 年欧美衰退可能加大，全球总需求

的收缩态势会施压我国 2023 年出口上半年延续回落。。

12 月，国内多地陆续感染达峰，影响经济活动放缓，内需虽有政策支

持但恢复偏缓。12 月，对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量涨跌互现，价格多数回升对

进口额支撑加强。12 月是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第一波感染期，短期冲击

较大，但随着感染应对措施的完善及市场预期转变，2023 年国内稳增长会

重回修复态势，内需企稳或在 2-3 月显现。2023 年初进口增速大概率降幅

延续收窄，二季度有望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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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各地感染陆续达峰冲击内需修复仍较缓慢，春节或有第二波感染

风险，过后看内需企稳回暖，而海外需求见顶回落施压我国出口上半

年仍较延续弱势。2023 年初内外压力使得国内经济修复动能受限，1-2

月还在波动找平衡的阶段，一季度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降低，

内需方面促消费和稳地产是关键。202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

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预计 2023 年宏观政策会保持稳健

宽松以促进国内经济重启修复内需企稳，年初进口增速降幅持续收窄。

而上半年出口弱势下能源和金属价格大概率承压，制造业投资也有下

行压力，地产方面会进一步增加政策力度，激发地产投资改善动力，

货币端随着房贷利率动态调整机制建立，总量手段上降息概率及空间

也会下降，1月 LPR 保持不变的可能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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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当月同比增长-8.9%，较 11 月降幅收窄

0.7 个百分点，主因进口降幅放缓影响；其中，出口同比增长-9.9%，较 11 月继续回

落 1.0 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增长-7.5%，较上月回升 3.1 个百分点（见图 1）。12 月，

我国实现贸易顺差 780.1 亿美元，同比降幅扩大至-16.3%，季度环比顺差呈现收窄（见

图 2）。12 月进、出口同比增速仍处负值低位且顺差收窄，显示当前外需下滑确定趋势

且内需改善依旧偏慢的局面延续，但进口降幅有所收窄也表明国内防控措施调整后，

政策对扩内需的拉动开始逐步显现。

图 1：我国进口、出口当月同比增长率（以美元计价，%）

资料来源：iFinD，2021 年数据为两年复合增长率

图 2：我国贸易顺差当月值（以美元计价，亿美元）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1. 出口降幅扩大 进口有所回升

12 月，国内出口同比降幅延续回落至-9.9%，但好于市场预期的-11%，全年出口

同比增长 7%，主要是下半年增速下滑拖累。当前全球出口和制造业景气均持续承压回

落，2023 年欧美衰退可能加大，全球总需求的收缩态势会施压我国 2023 年出口上半

年延续回落。

主要出口商品中，12 月，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及鞋靴、纺织等劳动

密集型产品出口仍延续回落，当月出口增速较上月分别回落 1.9、1.5、1.2 和 1.5、

8.0 个百分；机电产品中主要是汽车和通用机械设备出口下滑拖累，分别回落 22.4 和

10.1 个百分点，之外，稀土、钢材和铝材出口增速也分别回落 39.6、10.7、6.6 个百

分点，显示海外主要经济体制造业 PMI 转向收缩对工业品需求的制约。出口增速保持

正增且回升的仅有成品油、肥料和劳动密集产品中的箱包，另外机电产品中船舶出口

增速由负转正，大幅回升 57.3 个百分点至 37.38%，船舶出口订单需求增加或可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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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23 年下半年全球贸易往来的积极预期（见图 3）。总体来看，在全球需求转弱背

景下，我国出口贸易占比较高的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双双下降是主要压力，

欧洲天气燃气危机仍在持续使得我国成品油、肥料等出口保持回升，但海外需求下滑

趋势下，2023 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速会延续放缓，但下半年或有好转。

主要贸易伙伴中，12 月，对主要贸易伙伴国除对欧盟外，出口同比增速有所回升，

但仅对东盟出口保持在正增长 7.5%；对欧盟出口降幅进一步扩大 6.9 个百分点至

-17.5%，对美国和日本降幅分别收窄 5.9、2.3 个百分点至-19.5%和-3.3%(见图 4）。

伴随全球需求疲软，欧美及亚洲主要经济体景气均有放缓，欧美衰退预期抑制后期海

外总体需求，而东盟贸易伙伴的出口支撑也有减弱，这是我国出口 2023 年上半年承压

的主因。

图 3：我国主要商品出口额当月同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4：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当月同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12 月，国内多地陆续感染达峰，影响经济活动放缓，内需虽有政策支持但恢复偏

缓，降幅收窄至-7.5%，好于预期的-10.0%，全年增速 1.1%，年内逐月回落。进口增

速虽仍处低位但有所回升且好于预期，显示市场对第一波感染后对未来经济及终端消

费恢复是有积极向好的预期。12 月是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第一波感染期，短期冲击

较大，但随着感染应对措施的完善及市场预期转变，2023 年国内稳增长会重回修复态

势，内需企稳或在 2-3 月显现。

从主要进口商品看，12 月，对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量涨跌互现，较上月的涨少跌多

有所好转，价格回升商品增多对进口额支撑加强。12 月，对大豆、成品油、铁矿砂、

钢材、纸浆、橡胶及汽车等进口量增速均有回升，仅对原油、铜材的进口量增速回落

（见图 5）。结合主要商品进口额看，12 月，原油和铜材价格偏弱拖累进口额回落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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