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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贸回暖看新周期之争①
  

 

今年以来，中国外贸形势明显好转。因为全球金融危机，2009 年中国外贸

大幅下滑，但随之迅速反弹，2010-2014年均保持了正增长。2015年和 2016年

的外贸形势又变差，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呈现负增长。今年以来的外贸数

据显示，中国外贸正在回暖。以美元计价，今年 1-8 月，中国进口增长 5.6%，

出口增长 13.5%，外贸增长 11.6%。有必要从外需和进口的角度分析中国外贸回

暖的情况。外需回暖，中国外贸回暖才具有可持续性，中国经济才能可能进入

新周期。在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今天，没有外部经济好转，就不会有新周期。

进口增长情况则反映了中国经济形势，进口形势不好，也难言新周期。 

实际上，今年以来，整个世界外贸形势都在回暖。图 1描绘了 2015年 1月

-2017年 7月世界和中国的月度进出口同比增速。可以看出，从去年 11月开始，

世界进出口和中国进口就开始有了好的表现。中国出口则在今年 1 月份才开始

回暖。这说明，中国外贸形势好转伴随着整个世界贸易形势的好转。前几年，

世界外贸形势明显低迷，今年以来则一扫颓势，有走出低迷的迹象。鉴于此，9

月 2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贸易统计与展望》对 2017年世界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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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增速的预测值从 2.4%提升至 3.6%，预测区间在 3.2%-2.9%。这将超过以市

场汇率计算的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 

 

 

图 1 世界和中国外贸额月度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TO统计数据库。 

 

即便从实际值来看，世界和中国外贸形势也都在好转。图 2 描绘了世界和

中国外贸实际量的季度增长情况。可以看出，今年前两个季度，世界和中国外

贸实际量的增长都呈现反弹态势。而且，中国外贸增速明显高于世界增速。今

年第 1 和 2 季度，世界出口和进口实际量的增速在 4%左右。与此同时，中国出

口实际量的增速在 9%左右。第 1季度，中国进口实际增速更是超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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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世界和中国外贸实际量季度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TO统计数据库。 

 

那么，中国外贸回暖是否得益于外部经济的好转进而得益于外需回升呢？

为作出相应判断，可以用除中国外世界其余经济体进口的增长情况来表示外需。

图 3 描绘了世界其余经济体进口同比增速和中国出口增速。可以看出，除个别

月份中国出口增速跳跃性较强外，中国出口和世界进口的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去年 11 月，外需就开始好转，世界进口同比增长 5.65%。随后，今年 1 月份，

中国出口增速才开始由负转正，同比增长 7.33%。这也说明，中国出口的反弹确

实也得益于外部经济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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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世界进口和中国出口月度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TO统计数据。 

尽管外需好转是中国出口回暖的重要原因，但是也不一定能解释中国出口

的全部。中国出口一方面是外需解释，另一方面可以用出口竞争力来解释。出

口竞争力既可以来自产品质量的提升，也可以来自汇率、成本因素的影响。世

界进口增速自然引领中国出口增长，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出口竞争力提升，则中

国产品占世界的份额会提升；反之，如果中国出口竞争力下降，则份额也会下

降。今年 1-7 月，除中国外的世界其他经济体进口同比增长 8.91%，与此同时，

中国出口同比增长 8.29%，略小于世界进口增长。这部分说明，中国出口回暖基

本由外需拉动。中国出口增长没有跑赢世界进口增长，中国出口竞争力并没有

显著提升。 

对于进口而言，加工贸易的那部分进口会受到出口的影响，其余部分则主

要受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国内需求旺盛，也会拉动进口增长。今年 1-7 月，

无论是以名义增速还是以实际增速来衡量，进口增速都好于出口增速，说明国

内经济形势也明显好转。以进出口额来看，今年 1-7 月，每月的进口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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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于出口增速。以实际量来看，上半年，进口量实际增长 11.89%，出口量实

际增长 9.32%，出口增速低于进口增速。上半年，铁矿砂、原油和天然气等大宗

商品进口量价齐升的局面也说明，在进口价格增长的背景下，进口量依然强劲，

国内经济形势起着推动作用。实际上，2015 年以来，中国进口量的增长情况并

不算好。2015年 1-3季度，进口量同比均负增长。随后到 2016年 4季度，也仅

维持 3%左右的增速。今年前两个季度的增速则均超过 8%。这进一步说明国内经

济形势的好转。 

上述分析表明，今年以来，外需确实在好转，这也拉动中国出口的回暖。

进口增速的回升也表明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转好的外部环境和好转的国内经

济形势都预示着中国经济会有较为乐观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今年以

来的出口反弹并非得益于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重道远。而

且，外需回暖依然面临诸多风险，比如贸易保护、货币政策收紧、地缘政治风

险、自然灾害等。总体而言，尽管外贸回暖是中国经济的好兆头，但新周期是

否到来，仍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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