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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2024年 7月 12日海关总署公布进出口数据，1-6月出口同比增长 3.6%（按美元计，前

值 2.7%，后同），进口为 2%（2.9%）。 

⚫ 传统消费品表现基本稳定。其中鞋靴、箱包、服装累计同比分别为-5.4%、0.8%、

0%（-5.4%、1.6%、0.2%）；部分地产后周期累计同比增幅收窄，家具、灯具、家

用电器分别为 14.8%、3.4%、14.8%（16.6%、4.6%、14%），其中家电表现最

好，从 5月更细分数据看或依然与欧洲有关。 

⚫ 机电延续回升，但电子中间品出口增速有触顶迹象。1-6月机电产品出口金额累计同

比增速为 4.9%（4.3%）。分项来看：（1）电子中间品出口增幅扩大速度放缓。消

费电子中，手机、音视频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出口累计同比分别为-4.7%、

6.5%、6.9%（-5.9%、5.6%、6.1%）；电子设备相关中间品出口上行动能减弱，集

成电路、液晶平板显示模组出口累计同比分别为 21.6%、11.8%（21.2%、

11.4%），需注意根据绝对值推算的当月同比增速均有小幅回落。（2）机械产品出

口维持稳定。6月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汽车（含底盘）、船舶出口累计同比

分别为 11.7%、5.6%、18.9%、85.2%（10.6%、4.9%、20.1%、93.4%）。 

⚫ 对欧美出口回暖，对东盟、拉丁美洲高位企稳。6月对美、欧、东盟、日、韩、

俄、印度、拉丁美洲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增速为 1.5%、-2.6%、10.7%、-6.3%、-

3.7%、-0.8%、1.7%、11.3%（0.2%、-3.9%、9.7%、-7.7%、-5.3%、-1.8%、

1%、10.2%）。 

⚫ 6月进口当月同比为-2.3%（1.8%），由增转降，主要是因为电子产业链对进口的支

撑开始减弱。分项来看：（1）机电中间产品进口走弱。6月机电产品累计同比为

6.8%（8.2%），明显回落，主因是集成电路等电子中间品；机床、自动数据处理设

备及其零部件等增速回落幅度均较小。（2）大宗商品进口走势分化明显。6月农产

品进口累计同比增速为-10.3%（-9.5%），其中肉类进口偏弱；铁矿砂及其精矿、原

油、天然气进口累计同比分别为 10.2%、2.1%、-0.8%（11.9%、2.7%、-0.7%），

走势均已趋于平稳；铜矿砂及其精矿累计同比为 6.7%（3.1%）。 

⚫ 后续出口动能可能有所放缓：（1）欧美基本面表现有限，一方面是从海外库存以及

经济基本面来看，欧美很难提供更强的外需增长动能（重点关注海外降息节奏和影

响），同时会影响中国对东盟、印度、拉丁美洲出口增速（如加工贸易），另一方

面 5月新出口订单 PMI降至枯荣线以下，根据经验新出口订单 PMI领先出口环比 1-

3个月左右（平均 2个月），Q3出口环比动能可能走弱，6月环比 1.9%也和 2015-

2019年以及 2021年同期均值（1.93%）持平。此外，6月中下旬港口货物和集装

箱吞吐量骤增，而 7月初又骤减，或说明 6月末有抢出口现象。 

⚫ （2）人民币口径同比读数已经率先触顶回落。6月美元口径出口当月同比走强，但

人民币口径反而走弱，自 2014年有人民币口径外贸同比数据以来，这样的现象仅发

生了 5次（含本次），一般和汇率有关（如本次汇率同比基数抬升）。 

⚫ （3）进口为什么转增为降？可能也和出口增长动能放缓有关。回顾 4月，进口同比

大超市场预期的原因在于电子外需较强的情况下，电子产业链对机电中间品出口和

进口拉动都较为显著（部分与中国电子进出口结构更加偏向于中间零部件有关） 。

因此，在内需仍在持续修复，而外需走弱的情况下，原材料（电子零部件进口）相

比产成品电子零部件出口先走弱符合企业控制库存的逻辑。举例来说，6月越南电

话、电脑出口同比增幅均收窄（6月韩国、越南出口同比增幅均收窄），导致中国企

业进口电子零部件的订单减少，开始减少原材料进口（体现在 6月 PMI中的采购量

和原材料库存下降，产成品库存上升）。 

风险提示 

⚫ 能源短缺对欧洲进口需求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美国进口需求超预期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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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进出口金额累计同比（%，美元口径）  图 2：中韩越出口当月同比（%） 

 

 

 数据来源：同花顺，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同花顺，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3：对各地区出口累计同比（%，美元口径） 

 

数据来源：同花顺，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4：部分出口商品金额累计同比（%，美元口径） 

 

数据来源：同花顺，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笔记本、未锻轧铜及铜材、机床、电子元件、新三样等当期数据尚未公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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