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国际：我国外贸上半年

表现亮眼 下半年喜忧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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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9.8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9.4%。其中，出口 11.14万亿元，增长 13.2%；进口 8.66万亿

元，增长 4.8%。分阶段看，前三个月开局平稳，4月受疫情影响外贸增速

到达低点，5、6 月份明显回升：5 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9.5%，

增速较 4 月份加快了 9.4 个百分点，6 月份增速进一步提升为 14.3%。总

体上看，上半年我国外贸呈现出较为强劲的走势，为全年外贸保稳提质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当前的稳经济大盘任务做出了贡献。 

内外部因素共同推动下，上半年我国外贸表现亮眼 

一是从区域外贸结构上，长三角地区整体上对进出口的贡献较为突出。

上半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即安徽、江苏、浙江和上海）合计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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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9.3%。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该地区进出口反

弹明显，单 6月份进出口就达 1.39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高于同期全

国整体增速 0.6个百分点，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接近四成。 

二是从贸易主体上，民营企业经营活动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民营

外贸企业在主体发展速度、贸易增速、产品结构等方面均好于全国整体，

外贸经营主体活力进一步增强。从外贸企业数量的变化上，民营企业数量

的增速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上半年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 50.6万

家中民营企业就占据了42.5万家，数量增加了6.9%，高于平均增速的5.5%。

从贸易额的情况上，民营企业进出口 9.82万亿元，增长 13.6%，占我国外

贸进出口总值的 49.6%，而同期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则分别为 6.75

万亿元和 3.2万亿元。总体上，凸显了民营企业作为外贸第一主体的地位。

从产品结构上，上半年我国外贸主要产品大类，机电产品出口、农产品、

基本有机化学品、医药材及药品进口等方面，民营企业贸易增速均高于全

国同类产品出口/进口增速。 

三是从贸易对象上，在对传统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增长的同时，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金砖国家的贸易增长表现突出。数字显示，上半年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和对金砖国家进出口增速分别达到了 17.8%和

14.1%，总体上高于我国传统贸易伙伴如东盟、欧盟、美国等经济体的贸

易增速。 

推动上半年外贸增长的因素可以归纳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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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部因素上，主要源于国务院上半年出台的一揽子稳外贸政策措施，对

出口企业在出口退税、海运物流、海关通关等各方面给与了充分的政策支

持，对冲了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畅通了外贸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运行，对

稳住外贸大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外部因素上，上半年从全球贸易格

局上看，传统的出口大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的出口表现均差强人

意，日本连续出现了 10个月的逆差，韩国连续 5个月逆差，受俄乌冲突等

因素的影响 5月份德国也罕见地出现了 10亿欧元的逆差。在全球通胀持续

发酵的环境下，中国产品在价格上的竞争力更加凸显，挤压了其他传统出

口导向型经济体的产品市场，这也从侧面也印证了我国多年来构建起来的

全产业链在国际市场上强大的竞争力。 

下半年激励和制约外贸增长因素并存，一方面外需衰退可能限制外贸

出口增长空间，内需回升缓慢或制约贸易增长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促进我

国下半年外贸持续增长的积极因素也在不断积聚。 

上半年外贸数据尤其是五、六两月外贸复苏显著，但制约我国外贸下

半年持续增长的因素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 

第一，主要经济体的持续加息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抑制，将制约我国对

外贸易外部需求的增长。欧美等经济体的通胀持续攀升，欧盟区域 6 月份

CPI达到 8.6%，为近二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最近刚公布的 CPI数据

高达 9.1%，使得 7月份美联储加息力度或增强，利率的急剧攀升将制约外

部需求的增长，从而限制了我国贸易对外出口的增长空间。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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