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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连平、常冉 

2022 年前 11 个月，在内外需走弱和疫情反复的影响下，进出口增速

大幅下降。以美元计，我国出口累计增长 9.1%，低于去年同期的 30.7%。

进口累计增长 2.0%，低于去年同期的 31.2%。今年出口未能延续 2021 年

的高景气，未来出口的可持续性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2023 年，

海外加息和货币紧缩持续、全球衰退预期渐浓、生产型和消费型外需收缩。

这些因素对出口造成的拖累程度如何？出口还有哪些积极因素支撑，能否

对冲外需的下行？明年的出口会有哪些结构性变化？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

展开分析，并提出保障外贸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2023 年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 

2022 年出口增速快速下行。一季度出口实现了开门稳，主要来自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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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粘性和政策的护航。虽然欧美财政补贴及货币宽松政策开始退出，但年

初海外需求保持一定粘性，尤其美国在超额储蓄支撑下保持一定的耐用品

需求。二季度全球大范围开启货币紧缩，俄乌冲突推高通胀、全球经济面

临下行压力、国内疫情及封控干扰生产，出口增速明显回落。进入三季度

后，在加息长尾效应的加剧影响下，外需大幅收缩，出口超预期滑落，增

速由 8 月的 7.1%降至 11 月的-8.7%。 

1、世界经济下行压缩我国出口空间 

高通胀挤压海外的生产和消费需求。当前全球通胀高企，部分国家 CPI

达近四十年的高点。美国通胀仍处于高位波动，欧元区通胀居高难下，亚

洲食品通胀率已升至 4.5%。高通胀不仅造成居民收入大幅缩水、防御性储

蓄攀升，挤压居民的消费支出，而且抬升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当原材料成

本无法传导至消费端时，生产企业的经营利润将受到挤压。欧元区消费者

信心指数由年初的-9.7 降至-23.9。美国消费支出的同比增速由年初的 7.4%

降至 2.8%，工业生产指数同比由年初的 7.3%降至 2.6%。明年部分经济体

尤其欧元区将在量化宽松支撑经济和货币紧缩抑制通胀之间权衡，政策的

进退维谷可能造成欧洲通胀高烧难退，全球通胀未必会快速大幅回落。 

海外加息将抑制出口贸易的增长。广泛且持续的高通胀，促使以美联

储为主的央行大幅收紧货币政策，美联储持续加息往往引发我国出口增速

回落（图表 1）。2002 年我国加入 WTO 以来，经历了 2004 年和 2015 年

两轮美联储加息，在此期间我国出口增速与全球贸易增速的走势基本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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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述相关性，其传导链条为“美联储加息—美国需求收缩和投资放缓—

诱发全球经济下滑—海外需求不振—我国出口增速回落”。根测算，若美

元加息后升值 1%，全球贸易量将下降 0.7%。海外货币利率的不断抬升，

可能使高杠杆的家庭、企业甚至金融机构陷入破产风险，由此造成的需求

抑制将冲击全球贸易，我国也难以置身事外。 

 

供应链的本土化和逆全球化趋势对出口可能形成负面影响。2020 年以

来，多轮疫情对于全球供应链形成较大冲击，2022 年的全球供应链压力指

数（Global Supply Chain Pressure Index，GSCPI）虽然有所回升，但

与疫情前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众多经济体开启了供应链回流与产业链重构

之路，其中处于中低端生产环节的国家，正努力改善其对全球供应链的依

赖性，积极重构国内产业链；处于高端生产环节的国家，正试图推动供应

链回流，以提升工业体系安全性。美国今年提出了《芯片与科学法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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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削减法案》等，试图通过提供大量补贴吸引制造业尤其是芯片和汽

车产业回迁，这可能使我国芯片等行业的出口生产受阻。经估算，美国产

业链回流后就业人数每增加 1%，我国制造业对美出口下降约 1.6%。 

全球经济和贸易下行压力增大，我国出口预计同步下滑。IMF 将 2023

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最新预测值下调至 2.7%，较前一预测降低 0.2个百分点。

OECD 最新报告中，预测明年全球经济放缓至 2.2%，低于前一预测值 0.6

个百分点；美国经济今年增长 1.5%，明年放缓至 0.5%；欧元区经济今年

增长 3.1%，明年放缓至 0.3%；二十国集团今明两年将分别增长 2.8%和

2.2%。根据上述国际机构预测，2023 年全球将出现大范围的增长放缓，

约三分之一国家将发生经济萎缩。根据历史数据，我国出口增速与全球贸

易量的变化趋势较一致，两者相关系数约 70%。当全球经济和贸易下行，

我国出口增速也将同步下滑。 

2、主要贸易伙伴进口需求将不同程度减弱 

美国生产消费需求回落，明年经济可能进入衰退。今年以来，我国对

美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由年初的 17.1%降至 15.7%，体现了美元加息及其

关联因素对需求端的抑制作用。住房、薪资和供给是通胀高企的三大因素。

尽管美国经济放缓之下通胀大概率回落，但由于住房和服务业薪资上涨增

加了通胀的粘性，劳动力缺口仍在，生产供给的修复并非一蹴而就，预计

通胀回落速度缓慢。美国个人存款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已从年初的 7.5%

降至三季度末 3.1%的水平，表明居民购买力大幅减弱。美国 10 月成屋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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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创 2012 年以来新低，连跌周期超过 2008 年次贷危机时期，凸显利率飙

升对房地产的沉重打击，拖累美国耐用品消费。美国批发商的被动补库和

主动去库的行业数量占比上升至 55%左右，体现生产链的终端需求逐渐下

行。美国的 2 年期和 10 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之差自 6 月起持续倒挂，3 月期

和 10 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之差在 10 月底以来亦出现倒挂，表明市场对美国

经济的衰退预期强烈。明年美联储紧缩将持续一个阶段、居民可支配收入

压缩、被动累库行业增多、房地产市场风险积压，美国经济或逐渐步入衰

退，由此对我国出口需求的拖累将愈加显著。 

欧洲深陷通胀高企、能源危机、制造业低迷的困境，经济前景十分暗

淡。今年以来，我国对欧盟出口占总出口比重由年初的 17.9%下降至 14.6%，

其降幅大于美国，体现了欧洲通胀高企、能源危机、衰退加剧对我国出口

的拖累。当前欧洲通胀仍未见顶，加之金融政策左右为难，欧洲高通胀可

能持续更长时间。随着欧洲工业成本飙升，部分地区被动开启“去工业化”

阶段，将化工和制造业部分外迁至美国和亚洲等地。欧盟制造业正处于主

动补库末期，在制造业产业外迁的影响下，欧洲对我国中间品和资本品的

需求将进一步回落。欧元区 GDP 增速由二季度 4.3%降至三季度 2.1%，尤

其德国和法国的经济增速均降至 1%左右，表明欧洲经济动能可能持续恶化，

经济前景可能弱于美国。欧洲消费预期低迷、生产成本飙升、支柱产业遭

遇瓶颈、金融条件恶化，这将大幅压降需求空间，对我国出口造成更加严

重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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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可能成为我国出口的重要方向，但来自东盟外需的持续性可能减

弱。在 RCEP 互惠关税助推下，2022 年东盟对我国出口需求的拉动作用显

著（图表 2）。1-11 月，我国对东盟的出口平均增长率为 19.1%，高于对

美国 4.7%和欧盟 12.1%的出口平均增速。上半年，RCEP 对我国主要产业

的出口“创造”效应约为 1.47 个基点，显著强于主要产业的“替代”效应

0.36 个基点。明年是 RCEP 生效的第二年，贸易条款和关税红利将进一步

释放，预计来自东盟的外需拉动将成为我国出口的重要支撑。一方面是随

着疫情负面影响边际走弱，东盟自身经济修复较有韧性。与我国主要受投

资驱动不同，消费对东盟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拉动力在疫情前一直稳定

5%-6%，高于净出口的拉动力。IMF 预测东盟核心国明年经济增长率为

4.9%，高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另一方面是东盟对我国的需求部分源于欧

美需求的外溢。后疫情时代，欧美有意将部分产业转移至东盟，东盟也加

快其自身产业链重构和完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需求拉动亦是我国对东盟

出口高增长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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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欧需求收缩的情况下，东盟对我国的外需拉动是否有可持续性至

关重要。从消费端看，明年欧美需求放缓、东盟产业链重构高峰期已过，

消费对东盟经济拉动的不确定性增加。从生产端看，当欧美外需走弱后，

东盟对我国上游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需求也可能随之走弱。虽然 RCEP 政

策可以在有限范围内托底东盟对我国的需求，但在海外总需求下滑的背景

下，明年来自东盟生产端的外需并不一定可持续，东盟对我国的出口拉动

可能也会相应减弱。 

3、全产业链优势增强出口韧性 

我国全产业链体系将凸显供给优势，支撑出口韧性。我国拥有全球最

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设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

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500 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 200 多种的产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0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