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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有望进一步加快到 5% 以上，全年经济增速有望在 2%
左右，中国有望成为 G20 中唯一一个能够实现年度经济正增长的经济体，中国
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度有望提升。

文  |  刘学智

强力拉动经济
进出口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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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指标也在改善。

外需修复带动出口增长，越南、韩国等周边国

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出口同步出现改善。

三是从出口产品来看，主要类别的产品

出口都逐渐实现增长并且增速加快，特别是与

疫情相关的产品出口增长快速。二季度以来

与疫情相关产品出口快速增长，1~9 月包含口

罩等纺织品出口额 8287.8 亿元，同比大幅增

长 37.5%，其中 9 月纺织品出口增长 34.7%。

外需整体改善促进了主要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

型产品出口增长加快。9 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

长 11.9%，连续 4 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集成

电路出口增长较快，增速为 18.6%。主要劳动

密集型产品出口都有不同程度增长，服装、玩

具、家具、灯具出口增速分别为 3.2%、7.4%、

30.6%、41.4%。

四是从贸易地区来看，我国对美国、东

盟的出口较好。9 月对美国的出口增速高达

据海关统计，按美元计价，今年 1~9 月我

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32967.35 亿美元，同

比增速回升到 -1.8%，降幅连续 4 个月收窄；

以人民币计价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已经实现

正增长，同比增长了 0.7%。其中，第三季度进

出口总值、出口总值、进口总值均创下单一季

度历史新高。

从月度贸易数据来看，9 月份我国外贸进出

口额为 442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4%，连续

4 个月实现增长，并且增速加快。其中，出口

239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9.9%；进口额 202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2%；贸易顺差 370 亿美元。

出口增长势头好于预期
上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市场预计全球贸

易将显著萎缩，我国出口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然而，二季度以来我国出口快速恢复，三季度

进一步加快，7~9 月出口增速分别为 7.2%、9.5%、

9.9%，呈逐月加快态势，9 月以美元计价的出

口增速创 2019 年 4 月以来的最大单月增速。我

国出口增长势头显著好于预期，有多方面原因。

一是疫情好转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复工复产

为出口打牢基础。二季度我国疫情就逐渐得到

有效控制，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带动工业生产逐

渐加快，4~9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4.4%、

4.8%、4.8%、5.6%、6.9%。当前生产已经恢复

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促进了出口增长。中国疫

情率先得到控制，先于全球开始复工复产，中

外疫情时间错位一定程度上为出口增长创造了

条件。

二是全球经济复苏带动外需改善。三季度

以来全球经济整体处于恢复过程，9 月全球综

合 PMI、制造业 PMI 为分别 52.1%、52.3%，其

中制造业 PMI 创 2018 年 10 月以来的高点。10

月份美国制造业 PMI 上升到 53.3% 的近 20 个

月新高，欧元区制造业 PMI 上升到 54.4% 的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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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增速与贸易差额

＞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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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连续 4 个月对美国出口增长加快，并且

已经连续两个月增速达到 20% 左右。9 月对东

盟出口增长 14.4%，连续 3 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

从进出口总额来看，东盟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

从出口额来看，美国是我国最大出口目的地。

不过，对不同地区的出口增长出现分化，在主

要贸易伙伴中，对美国、东盟的出口快速增长

的同时，对欧盟、日本的出口萎缩。年初以来

对欧盟的出口一直是负增长，9 月份出口增速

为 -7.8%，降幅有所扩大。对日本的出口连续

4 个月负增长，9 月份出口增速为 -2.7%。

进口增长显著加快
年初以来进口增速持续处于低位，不过 9

月显著加快。9 月进口额为 2027.6 亿美元，同

比大幅增长 13.2%，增速比前月上升 15.3 个百

分点。进口增速的突然加快好于市场预期，有

多方面原因。

一是内需改善带动了进口增长。二季度以

来国内经济逐渐恢复，无论是工业生产还是服

务业生产都持续回暖，带动了进口增长加快。

三季度国内消费市场开始复苏，8 月以来消费

增速已经恢复到正增长，对终端消费类商品的

进口需求也在增强。随着汽车消费的改善，汽

车及零部件进口大涨。

二是出口持续增长促进了上游初级产品进

口需求。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出口

国家，出口的增长必将带动制造业上游初级产

品的进口需求。从主要进口产品来看，9 月农

产品和工业初级产品都大幅增长。进口大豆、

铁矿砂、初级形状的塑料分别增长 17.6%、

17.1%、15.8%，钢材、铜材等进口也较快。

三是近期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推动了进口

增速回升。4 月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低点，

CRB 综合指数最低降到 350 点左右。二季度以

来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逐渐回升，10 月末已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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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及亚洲周边国家出口增速

对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增速

贸易差额及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

＞ 数据来源：Wind

＞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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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10 点左右，比 4 月大幅上升了近 17%。疫

情导致国际原油价格曾跌至负值，二季度以来

持续回升，目前在 40 美元 / 桶左右。我国是全

球主要的大宗商品和原油进口国家之一，价格

的上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进口增速的上升。高

频数据显示，10 月主要进口初级产品价格同比

明显上涨，进口美湾大豆和南美大豆价格同比

涨幅在 20% 以上；进口铁矿石价格同比涨幅扩

大到 30% 以上。

四是中国正在全面落实第一阶段中美经贸

协议，加大了农产品的采购。今年 1 月中美签

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其中内容包括扩大食物

和农产品贸易。当前中国正在积极履行协议，

加大对美国的农产品进口，9 月中国从美国进

口农产品的增速高达 24.7%。除了农产品进口

大幅增加以外，集成电路进口增长也非常快。

中国经济企稳向好
疫情好转以来出口表现显著好于预期，三

季度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 1583.5 亿美元，同

比大幅增长了 34.3%，表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

的拉动作用明显提升。上半年净出口对经济增

长的拉动为负，前三季度已经转正，实现 0.1%

的拉动，其中第三季度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

动作用达到 0.64 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净出口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14.3%，显著超过了消

费的拉动作用。

从外需来看，三季度全球经济已经逐渐复

苏，只要海外复工复产继续加快，外需状况将

逐渐修复，四季度出口有望保持增长态势。1~9

月累计进出口和累计出口分别增长 -1.8%、-

0.8%，预计四季度延续增长态势，全年进出口

有望实现小幅正增长。从内需来看，基建投资

和房地产投资拉动整体投资增速逐渐回升，消

费增长逐渐加快，需求复苏态势将延续。从供

给来看，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水平，

而服务业生产将在四季度进一步加快。整体判

断，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有望进一步加快到 5%

以上，全年经济增速有望在 2% 左右，中国有

望成为 G20 中唯一一个能够实现年度经济正增

长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度有

望提升。

未来，影响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最大

不确定性因素是疫情的反复。随着北半球气温

转冷，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疫情反复，甚至可能

导致疫情局部二次暴发。不过，全球主要国家

经历过第一次疫情之后已经积累了经验，医疗

物资保障也已经显著增强。即便疫情有所反弹，

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也将有限，中国经济企稳向

好态势不会改变。

即便疫情有所反
弹，对全球经济
的 冲 击 也 将 有
限，中国经济企
稳向好态势不会
改变。

（作者系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