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彬：内外需求收缩拖累外

贸再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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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 12 月 7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按美元计价，前 11 个月我国进

出口总值 5.78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5.9%。其中，出口 3.29 万亿美元，增

长 9.1%；进口 2.49 万亿美元，增长 2.0%；贸易顺差 8020.4 亿美元，扩

大 39%。从前 11 个月整体数据看，虽然全球贸易受到地缘政治和新冠疫

情双重冲击，但我国外贸形势依旧稳健，是经济保持增长的重要动力。 

一、看整体：增速转负但顺差保持较高水平 

从当月数据来看，11 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5223.4 亿美元，同比减少

9.5%，增速较 10 月放缓 9.1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2960.9 亿美元，减少

8.7%，较 10 月放缓 8.4 个百分点；进口 2262.5 亿美元，减少 10.6%，较

10月放缓9.9个百分点；贸易顺差689.4亿美元，较 10月顺差额减少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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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同比缩小 2.0%。从历史看 11 月贸易顺差规模位于中等偏上位置，

在进出口增速创 3 年疫情以来仅高于 2020 年 2 月的次低水平下，贸易顺

差仍能表现较为强势，说明我国经济韧性强，面对外需大幅回落，贸易收

支稳健，具有抵御外部冲击的坚实基础。 

 

一般贸易表现好于加工贸易。11 月一般贸易出口 1872.0 亿美元，同

比减少 4.5%，进口 1462.4 亿美元，同比减少 6.0%，一般贸易顺差 409.6

亿美元。加工贸易出口 641.0 亿美元，同比减少 22.2%，进口 363.3 亿美

元，同比下降 23.5%，加工贸易顺差 277.7 亿美元。受地缘政治及全球产

业链稳定性下降影响，加工贸易表现持续弱于一般贸易，11 月加工贸易出

口与进口分别占整体贸易 21.6%和 16.1%，较去年同期降低 3.7 个百分点

和 2.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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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看实际：剔除价格后实际进出口增速仍是下降 

从价格因素来看，11 月全球商品价格较 10 月小幅上升，CRB 综合现

货指数月度平均环比上升 0.5%，同比下降 1.6%。从重点出口商品看，11

月我国粮食、成品油、鞋靴、钢材、手机、集成电路、家用电器价格同比

涨幅均比上月明显回落，而稀土、汽车小幅扩大；从重点进口商品看，11

月我国肉类、粮食、大豆、褐煤、原油、天然气价格同比涨幅均比上月明

显回落，而铁矿、成品油、钢材、汽车价格有所扩大，整体看价格对进出

口同比增速的贡献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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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出口货运量和进口货运量分别为 2.8 亿吨和 1.6 亿吨，同比增长

7.3%和减少 3.0%，较 10 月下滑 0.6 个百分点和 4.1 个百分点。出口量虽

然增速放缓，但连续四个月保持在正的增速区间，且连续 2 个月高于 7%。 

 

三、看国别：东盟增速放缓且美欧需求显著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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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当月，我国对东盟出口 502.9 亿美元，继续超越欧盟，为我国第

一大出口目的地，同比增加 5.2%，但为 2020 年 7 月以来最低增速，较

10 月下降 15.1 个百分点，2021 年以来的快速增长趋势出现缓和。东盟作

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通过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与我国在经

贸方面的合作全面加强，这也是在外需全面收缩下我国对东盟出口仍能保

持正增长的重要原因。 

对欧盟出口 447.9 亿美元，作为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出口额同比减少

10.6%，较 10 月放缓 1.7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出现负增长。在高通胀压

力下，欧洲需求快速恶化，欧元区 11 月制造业 PMI 终值为 47.1，连续五

个月处于荣枯线下方，需求疲软短期内难以扭转。 

对美国出口 408.6 亿美元，由上月的第二下滑为第三大出口目的地，

出口额同比下降 24.4%，降幅较 10 月扩大 12.9 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为

负增长，成为我国出口增速回落的最大拖累。四季度以来美联储继续加快

货币紧缩步伐，导致需求回落，11 月美国 ISM 制造业 PMI 较上月回落 0.8

个百分点至 49%，为 2020 年 6 月以来首次位于荣枯线以下，显示经济景

气开始下滑。 

对日本、韩国分别出口 144.6 亿和 129.8 亿美元，同比减少 5.6%和

11.9%，分别较 10 月放缓 9.4 和 18.9 个百分点。日韩经济受大宗商品价

格上涨和美国持续高强度紧缩货币政策影响，对外需求迅速下滑，均由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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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负。 

此外，11月我国对非洲及拉美地区分别出口143.5亿和196.1亿美元，

同比增长 5.4%和减少 12.7%，分别较 10 月回落 1.7 和 14.0 个百分点。 

 

对所有经济体进口出现负增长。11 月我国自东盟国家进口 370.4 亿美

元，作为第一大进口来源国，6 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为负，减少 3.7%，作为

我国进口保持增长的压舱石出现松动。同时，我国自美国、欧盟、日本、

韩国、非洲、拉美均出现负增长，分别同比下降 7.3%、16.2%、24.5%、

25.9%、12.0%、1.0%，导致整体进口大幅转弱。国内需求疲软成为进口

全面下滑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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