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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出口波动主要源自美欧市场需求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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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由于美国次债危机继续恶化，市场对于我国出口增速可能

大幅放缓的担忧加重。2007 年我国出口增速已较上年放缓 1.5 个百

分点，今年一季度，我国出口增长 21.4%，增速较 2007 年放缓 4.3
个百分点；出口增速放缓的幅度有所加大。但总体来看，一季度累计

出口增速的放缓仍然比较温和，主要原因是我国对东亚经济体出口的

强劲增长有效缓冲了对美欧出口的减速。当前出口减速的主因在于对

美欧市场出口的减速，其中，一季度，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长 5.4%，

较上年放缓 9 个百分点；对欧盟出口增长 24.2%，较上年放缓 5 个
百分点。对东盟和韩国出口增速仍然保持稳中有升趋势，一季度，我

国对东盟出口增长 34.4%，较上年全年加快 2.3 个百分点；对韩国出

口增长 33.4%，较上年加快 7.3 个百分点。 
 
对美欧出口增速波动加大 
受次债危机爆发和人民币升值因素影响，去年以来，我国对美国出口

增速出现加速下滑趋势。今年一季度，我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由

1-2 月份的 0.4%反弹至 5.4%。尽管 3 月份美国商品零售额意外环比

上涨 0.2%，但美国 4 月中旬公布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

26 年低点，表明美国消费需求仍然疲软。此外，今年前 3 个月中，

美国零售额同比增速分别为 4%、2.9%和 2%，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因此，3 月份我国对美出口增速反弹并不代表趋势向好。欧元区经济

增速在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也已明显放缓。今年 1-2 月份，我国对欧盟

出口增速由上年的 29.2%大幅下滑至 17.2%，今年一季度，出口增

速反弹至 24.2%，波动幅度较大。人民币对欧元的贬值对我国对欧

元区出口增长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欧元区经济增速在放缓，

因此，我国对欧盟出口增速总体仍然面临回落压力。 
 
对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长稳中趋升 
2005 年以来，我国对东盟和韩国出口增速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

2007年、今年1-2月以及1季度，我国对东盟出口增速分别为32.1%、

29.4%和 34.4%；对韩国出口增速分别为 26.1%、28.6%和 33.4%，

增速走势没有出现大起大落。世界银行统计资料显示，东亚发展中经

济体对美国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已由 1999 年的 34%降低至

2006 年的 29%，对东亚以外的发展中经济体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

比重则由 1999 年的 17%提高至 2006 年的 26%。对美国出口依存度

的下降，多元化出口以及强劲的内需使得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具备较强

的抵御美国次债危机负向冲击的能力。 

2008 年 3 月进出口数据  

累计出口增速（%） 21.4 

累计进口增速（%） 28.6 

当月贸易顺差（亿元） 134 

 

 

 

 

 

我国单月出口增速（%）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2
0
0
6
年
0
1
月

2
0
0
6
年
0
2
月

2
0
0
6
年
0
3
月

2
0
0
6
年
0
4
月

2
0
0
6
年
0
5
月

2
0
0
6
年
0
6
月

2
0
0
6
年
0
7
月

2
0
0
6
年
0
8
月

2
0
0
6
年
0
9
月

2
0
0
6
年
1
0
月

2
0
0
6
年
1
1
月

2
0
0
6
年
1
2
月

2
0
0
7
年
0
1
月

2
0
0
7
年
0
2
月

2
0
0
7
年
0
3
月

2
0
0
7
年
0
4
月

2
0
0
7
年
0
5
月

2
0
0
7
年
0
6
月

2
0
0
7
年
0
7
月

2
0
0
7
年
0
8
月

2
0
0
7
年
0
9
月

2
0
0
7
年
1
0
月

2
0
0
7
年
1
1
月

2
0
0
7
年
1
2
月

2
0
0
8
年
0
1
月

2
0
0
8
年
0
2
月

2
0
0
8
年
0
3
月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单 月 出 口 增 速 ( 左 轴 ， % ) 单 月 进 口 增 速 ( 左 轴 ， % ) 单 月 贸 易 顺 差 ( 右 轴 ， 亿 美 元 ）

 

 

 

我国对发达经济体累计出口增

速（%） 

0

5

10

1 5

2 0

2 5

3 0

3 5

4 0

2 0 0 5年 20 0 6年 20 0 7年 20 0 8年 2月 08年 1季 度

美 国 欧 盟 中 国 香 港 日 本

 

 

我国对新兴经济体累计出口增

速（%）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2月 08年1季度

东盟 韩国 中国台湾 俄罗斯 印度

 

 

 

 



 

PAGE 2      2008-04-16 

宏观经济研究报告

今年以来，由于美国次债危机继续恶化，市场对于我国出口增速可能

大幅放缓的担忧加重。2007年我国出口增速已较上年放缓1.5个百分点，

今年一季度，我国出口增长21.4%，增速较2007年放缓4.3个百分点；出口

增速放缓的幅度有所加大。但总体来看，一季度累计出口增速的放缓仍然

比较温和，主要原因是我国对东亚经济体出口的强劲增长有效缓冲了对美

欧出口的减速。当前出口减速的主因在于对美欧市场出口的减速，其中，

一季度，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长5.4%，较上年放缓9个百分点；对欧盟出口

增长24.2%，较上年放缓5 个百分点。对东盟和韩国出口增速仍然保持稳

中有升趋势，一季度，我国对东盟出口增长34.4%，较上年全年加快2.3

个百分点；对韩国出口增长33.4%，较上年加快7.3个百分点。 

 

图 1：我国单月出口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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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海关统计 

 

对美欧出口增速波动加大 
受次债危机爆发和人民币升值因素影响，去年以来，我国对美国出口

增速出现加速下滑趋势。今年一季度，我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由1-2月

份的0.4%反弹至5.4%。尽管3月份美国商品零售额意外环比上涨0.2%，但

美国4月中旬公布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26年低点，表明美国

消费需求仍然疲软。此外，今年前3个月中，美国零售额同比增速分别为

4%、2.9%和2%，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因此，3月份我国对美出口增速反弹

并不代表趋势向好。 

 

图 2：我国对发达经济体累计出口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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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经济增速在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已明显放缓，需求的波动导致我

国对欧盟出口在今年一季度也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今年1-2月份，我国

对欧盟出口增速由上年的29.2%大幅下滑至17.2%，今年一季度，出口增速

反弹至24.2%，波动幅度较大。人民币对欧元的贬值对我国对欧元区出口

增长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欧元区经济增速在放缓，因此，我国对

欧盟出口增速总体仍然面临回落压力。 

 

对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长稳中趋升 
2005年以来，我国对东盟和韩国出口增速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2007

年、今年1-2月以及1季度，我国对东盟出口增速分别为32.1%、29.4%和

34.4%；对韩国出口增速分别为26.1%、28.6%和33.4%，增速走势没有出现

大起大落。世界银行统计资料显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对美国出口占其出

口总额的比重已由1999年的34%降低至2006年的29%，对东亚以外的发展中

经济体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则由1999年的17%提高至2006年的26%。

对美国出口依存度的下降，多元化出口以及强劲的内需使得东亚发展中经

济体具备较强的抵御美国次债危机负向冲击的能力。 

 

图 3：我国对新兴经济体累计出口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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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海关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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