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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下我国外贸 

仍保持长期向好趋势 

 

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2月中

国外贸进出口总值4.1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9.6%。其

中，出口2.04万亿元，下降15.9%；进口2.08万亿元，下降

2.4%；贸易逆差425.9亿元，去年同期为顺差2934.8亿元。

按美元计价，前2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5919.9亿美元，下

降11%。其中，出口2924.5亿美元，下降17.2%；进口2995.4

亿美元，下降4%；贸易逆差70.9亿美元，去年同期为顺差

414.5亿美元。 

从数据分析，外贸进出口下降，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

情和春节假期延长等因素影响。前2个月出口降幅较大，进

口仅有小幅下降，疫情对进口的影响不明显，说明我国经

济贸易具有较强韧性，内需动力强劲。疫情对进出口的影

响是暂时和阶段性的，外贸发展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官方网站：cnfi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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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下我国外贸仍保持长期向好趋势 

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2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4.12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9.6%。其中，出口2.04万亿元，下降15.9%；进口2.08万亿元，下降2.4%；贸易逆差425.9

亿元，去年同期为顺差2934.8亿元。按美元计价，前2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5919.9亿美元，下降

11%。其中，出口2924.5亿美元，下降17.2%；进口2995.4亿美元，下降4%；贸易逆差70.9亿美元，

去年同期为顺差414.5亿美元。 

从数据分析，外贸进出口下降，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春节假期延长等因素影响。前2个月

出口降幅较大，进口仅有小幅下降，疫情对进口的影响不明显，说明我国经济贸易具有较强韧性，

内需动力强劲。疫情对进出口的影响是暂时和阶段性的，外贸发展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一、进出口双双下降 外贸逆差再现 

今年受疫情冲击影响，春节假期延长，企业延迟复工，订单取消以及延迟交货等综合因素导致

前两月我国进出口双双下滑，其中出口受到的冲击明显大于进口。出口增速同比大幅下降17.7个百

分点%；进口增速小幅下降4%。因出口增速的大幅下降，净出口由顺差转为逆差，前两月贸易逆差

为425.9亿元。 

1、对主要国家出口全数回落 

从出口国别看，1-2月份我国对欧、美、日出口增速分别下降27.7%、18.4%、24.5%，前值分别

为-14.2%、7.1%、-3.1%；对东盟国家的出口由正转负，由27.4%降至-5.1%。从金砖四国方面，对

南非、巴西、印度、俄罗斯的出口增速分别为-22.9%、-3.8%、-13.9%、-15.4%，前值分别为4%、

71.5%、7.9%、8.1%。 

从出口产品来看，1-2月份七类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整体下降31.1%，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下降15.2%，集成电路是主要出口产品中唯一正增长的，当月同比 8.9%。 

从具体数据看，1-2月份，我国机电产品出口1.2 万亿元，下降14.9%，占出口总值的58.8%。

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1389.5亿元，下降26%；手机1003.1亿元，下降14.2%。同

期，服装出口1122.6亿元，下降18.7%；纺织品962.3亿元，下降18.7%；塑料制品569.9亿元，下降

14.8%；家具443.8亿元，下降21.6%；鞋靴398.3亿元，下降18.8%。此外，钢材出口781.1万吨，减

少27%；汽车（含底盘）15.2万辆，增加0.5%。对上述数据分析可见，对劳动力依赖越强的行业受

疫情的影响越大。 

2、主要进口商品增速保持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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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内需求较大，外加大宗商品装船期和企业进口节奏的原因，我国进口受疫情影响相对较

小，同比小幅下降4%。分产品看，1-2月农产品依然是进口主要拉动项。其中，大豆进口量增加14.2%，

猪肉进口量增加160%。原材料和能源的进口也保持增长，铁矿砂、煤、原油进口量分别增加1.5%、

33.1%和5.2%。 

二、疫情蔓延 海外需求减弱 

目前，我国外贸企业逐步复工复产，随着企业生产经营回归正常，外贸也有望从疫情冲击下逐

步恢复。企业积极与外方谈判适当延长订单交付期、加班加点完成订单任务。相关部门也陆续出台

支持企业渡难关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根据海关总署3月7日公布的对2552家外贸样本企业调查情况显

示，外贸企业复工率为80.6%。 

但从全球范围看，新冠疫情在全球的传播加快，海外股市下跌，国债收益率下行，油价、铜价

等工业品价格下行。美联储等全球央行降息进行应对，意大利选择“封城”，多个国家对疫情严重

的国家颁布“限行令”，避险情绪在逐渐蔓延，这导致外贸需求减弱。 

其中，制造业受疫情影响较大。以美国为例，2月份ISM制造业PMI扩张减速。美国供应管理协

会3月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月ISM制造业PMI为50.1，低于前值50.9。新订单指数、产出指数、

库存指数均回落。从分类指标来看，新订单指数为49.8，较1月份的52下降了2.2个百分点；产出指

数为50.3，较1月份的54.3下降4个百分点；订单积压指数为50.3，较1月的45.7上升了4.6个百分点。 

欧元区2月制造业PMI收缩速度有所减缓。3月2日Markit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2月制造业PMI

终值为49.2，高于前值的47.9。欧元区2月份制造业的收缩速度进一步减缓，PMI升至一年来的最高

水平。投资品在2月份的表现最差，其次是中间产品，而消费品温和增长。 

不容忽视的是，鉴于2月底以来海外疫情的上升趋势，日前IMF已经下调了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

预期0.1个百分点至3.2%。我国主要贸易伙伴欧洲、日、韩等国家地区疫情不断蔓延，导致外需将

进一步减弱，会给我国外贸企业的复工复产造成一定影响。同时，由于疫情的发生，各国相继采取

加强贸易限制的措施，也将对我国进出口的后续复苏产生较大影响。 

三、外贸中的亮点 

在疫情全球蔓延情况下，我国外贸进出口仍出现了一些新亮点，展现出我国外贸的强劲韧性，

和我国在经济治理领域的能力与优势。 

1、对东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仍保持增长 

前两月，我国对欧盟、美国和日本等传统贸易伙伴进出口下降，对东盟进出口5941.1亿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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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2%，东盟已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期，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1.3万亿

元，同比增长1.8%，高出我国外贸增速11.4个百分点，占31.7%，比重首超三成。 

2、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提升 

海关统计显示，前两月民营企业进出口1.7万亿元(同比下降6.6%)，占进出口总值的41.9%，同

比提升1.3个百分点。随着疫情防控取得积极成效，以及各项政策措施逐步落实，浙江、天津重点

外贸民营企业现已全部复工，广东、江苏、上海、山东、重庆复工率也超过70%，这些外贸大省、

强省的企业加速开工，有助于中国外贸基本盘的稳定。 

3、大宗商品和重点民生消费品进口较快增长 

海关统计显示，前2个月，铁矿砂、原油、煤和天然气等大宗商品进口量分别增加1.5%、5.2%、

33.1%和2.8%。同期农产品进口值增长6.8%，其中大豆进口量增加14.2%，猪肉进口量增加1.6倍。 

四、政策支持稳外贸 

近期，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支持外贸的政策。3月10日，海关总署从减免滞报金和

滞纳金等四个方面推出新措施，进一步降低通关成本，积极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促进外贸稳增长。

根据新措施，对于疫情发生前已运抵口岸但因疫情原因未能及时报关的进口货物，以及企业复工后

因疫情出现经营困难或者资金短缺等原因而无法及时报关的进口货物，均可根据海关征收进口货物

滞报金办法向申报地海关申请减免滞报金。 

因疫情原因在缴税方面存在困难的企业,，可向申报地海关递交书面申请延期缴税，并提供最

长3个月的缴税计划。此外，对于4月底前申报进口，凭银行保函或关税保证保险等担保放行的货物，

企业最长可申请延期3个月，海关暂不向担保机构索赔。同时，对疫情期间企业因延迟复工造成手

册超期核销的，企业可向主管海关申请临时延长手册有效期；对外发加工、深加工结转、内销等申

报业务超过规定时限的，企业均可申请延期办理海关手续。 

商务部近期明确了简化对外经贸管理程序、强化法律服务帮助企业降低风险、支持外贸新业态

新模式发展、加强出口信用保险支持、积极应对境外贸易限制措施、用好自贸协定优惠政策等7项

举措。同时，地方层面也加快部署稳外贸举措。比如，北京海关于2月发布《关于支持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 帮扶企业复工复产有关措施的公告》，提出24项帮助企业复工复产的措施，包括7×24小时

全天候绿色通道、简化物资通关流程、延长缴税期限，免除税款担保等。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内对外贸进出口造成了一定冲击，但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成效、稳外贸政

策措施落地、企业加快复工复产，我国外贸能够顶住冲击，并有望稳步恢复，仍保持着长期向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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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但是，海外疫情蔓延给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导致全球经济发展预期下调。从

长远看来，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更需要疫情控制后的内需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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