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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根据海关总署统计，美元计价下，2023 年 12 月我国出口总额同比为 2.3%，

全年出口增速为-4.6%；12 月进口总额同比为 0.2%，全年进口增速为

-5.5%。2023 年贸易顺差为 8232.2 亿美元。 

 2023 年外需表现如何？有何新变化？ 

 表现之一：出口以价换量，外需仍有助力。从 2023 年全年来看，出口总

额依然高达 3.38 万亿美元，略低于 2022 年，出口略微下跌 4.6%。如果

剔除汇率的影响，2023 年出口仍增长 0.6%。根据我们的测算，如果剔除

价格因素影响，2023 年我国出口数量仍然增长了 3.7%附近，国内企业以

价换量，出口仍然平稳，与外需的韧性有关。 

 表现之二：出口占全球的份额有所放缓，但仍处高位。随着全球产业链的

逐步修复，我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有所下滑。不过让人惊喜的是，我国出

口占全球的份额仍处于相对高位。从全球 70 多个经济体的口径测算，我

国出口份额仍有 15.6%左右。  

 表现之三：东南亚成为我国最主要出口对象。从 2020 年开始，我国出口

到东南亚的份额已经接近欧盟和美国。尤其是 2023 年，我国出口到东南

亚的份额为 15.5%，超过美国和欧盟的 14.8%，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出口对

象。进一步来看，东南亚经济体中提升最为明显的是越南。 

 表现之四：俄罗斯是 2023 年我国出口的主要贡献者。从我国主要贸易对

象对整体出口的贡献来看，到 2023 年，我国出口下跌 4.6%，其中，东南

亚、欧盟和美国的拉动均为负，尤其是美国是最大的拖累者。而我国对俄

罗斯出口份额提升至 3.3%，为 1995 年以来新高；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约 1

个百分点，为 2010 年以来最高值。 

 表现之五：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下降，“新三样”出口表现突出。相比 2019

年，2023 年机电产品出口份额小幅提升 0.2 个百分点至 58.5%，高新技术

产品出口份额则大幅下降 4.3 个百分点至 24.9%，且这一趋势从 2018 年

开始。不过，“新三样”出口明显提升，其出口份额提升至 4.5%，较 2020

年提升了 3 个百分点，拉动总出口增长约 1 个百分点，成为 2023 年出口

增长的新动力。此外，船舶和箱包等表现也较为突出。 

 

 风险提示：海外政策收紧超预期，海外经济衰退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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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关总署统计，美元计价下，2023 年 12 月我国出口总额同比为 2.3%，全年

出口增速为-4.6%；12 月进口总额同比为 0.2%，全年进口增速为-5.5%。2023 年贸易

顺差为 8232.2 亿美元。 

2023 年外需表现如何？有何新变化？ 

表现之一：出口以价换量，外需仍有助力。从 2023 年全年来看，出口总额依然高

达 3.38 万亿美元，略低于 2022 年，仍高于 1995 年以来其他年份。出口略微下跌 4.6%，

这一表现好于 2009 年和 2016 年的历史低点。如果剔除汇率的影响，2023 年出口仍增

长 0.6%。根据我们的测算，如果剔除价格因素影响，2023 年我国出口数量仍然增长了

3.7%附近，国内企业以价换量。 

出口保持稳定性的关键或与外需有韧性有关。2023 年海外经济，包括欧美日以及

部分新兴市场表现稳定，尤其是美国经济在高利率环境下保持坚韧，为我国外需提供了

较大的助力。例如，东南亚经济体平均制造业 PMI 指数持续稳定在 50 附近，美日景气

指数也保持稳定。 

图1 2023 年出口增速略微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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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 美欧日制造业 PMI 景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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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表现之二：出口占全球的份额有所放缓，但仍处高位。随着全球产业链的逐步修复，

我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有所下滑。不过让人惊喜的是，我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仍处于相

对高位。例如，从全球 70 多个经济体的口径测算，截止 2023 年（1-10 月），我国出口

份额为 15.6%，低于 2020-2022 年，但高于 2008 年以来的其他年份，仅较峰值下降了

0.7 个百分点。从美日欧中等主要经济体的口径测算，我国出口份额为 24.3%，也仅较

峰值下降 1.3 个百分点。 

图3 我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仍处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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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测算，注：2023 年为 1-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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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之三：东南亚成为我国最主要出口对象。自 1996 年以来，我国最主要的出口

对象一直是美国和欧盟，在 2008 年之前出口到美国和欧盟的份额合计接近 40%左右。

从 2008 年之后，出口到美国和欧盟的份额开始慢慢下行，美国和欧盟交替领先；而出

口到东南亚的份额则在稳步提升。 

从 2020 年开始，我国出口到东南亚的份额已经接近欧盟和美国。尤其是 2023 年，

我国出口到东南亚的份额为 15.5%，超过美国和欧盟的 14.8%，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出口

对象。 

进一步来看，东南亚经济体中提升最为明显的是越南。截止 2023 年，我国出口到

越南的份额为 4.1%，明显高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 2008 年，我国出口到越南的份额

提升了 3 个百分点，其次提升较多的是泰国和马来西亚，份额均提高了 1 个多百分点。

后续，东南亚经济体，尤其是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经济表现或将是未来外需表现的

关键。 

图4 东南亚成为我国最主要出口对象（%）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1996 1999 2002 2005 2008 2011 2014 2017 2020 2023

美国 欧盟 东南亚国家联盟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5 越南是东南亚经济体中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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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表现之四：俄罗斯是 2023 年我国出口的主要贡献者。从我国主要贸易对象对整体

出口的贡献来看，2022 年我国出口增长 5.6%，其中，有 2.5 个百分点来自东南亚经济

体的贡献，而美国和欧盟也分别贡献了 0.2 个百分点和 1.3 个百分点。到 2023 年，我国

出口下跌 4.6%，其中，东南亚、欧盟和美国的拉动均为负，尤其是美国是最大的拖累者。

而我国对俄罗斯出口份额提升至 3.3%，为 1995 年以来新高；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约 1

个百分点，为 2010 年以来最高值。 

图6 我国各贸易对象出口对整体出口的拉动（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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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表现之五：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下降，“新三样”出口表现突出。截止 2023 年，我国

重点出口商品仍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二者合计份额超过 80%。不过，相比 2019

年，机电产品出口份额小幅提升 0.2 个百分点至 58.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份额则大幅

下降 4.3 个百分点至 24.9%，且这一趋势从 2018 年开始。 



                                                       宏观研究—宏观快报点评 5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不过，“新三样”出口明显提升。例如，2023 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

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 1.06 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大关，增长 29.9%。以

美元计价来测算的话，2023 年“新三样”出口份额提升至 4.5%，较 2020 年提升了 3

个百分点。尤其是电动载人汽车和锂离子蓄电池连续 3 年保持高速增长，份额也均提高

了 1 个多百分点。2023 年“新三样”出口拉动总出口增长约 1 个百分点，成为 2023 年

出口增长的新动力。 

图7 重点产品出口对整体出口的拉动（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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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8 “新三样”出口对整体出口的拉动（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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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测算 
 

此外，船舶和箱包等表现也较为突出。2023 年，除汽车出口高增外，船舶数量出

口增速和金额出口增速高达 23.2%和 28.6%，仅次于汽车。箱包、家用电器、成品油、

钢材以及肥料等数量出口增速均在 2 位数。 

汽车、汽车零配件、船舶等对出口的拉动都超过 0.1 个百分点，尤其是汽车（包含

底盘）拉动了 2.1 个百分点。 

图9 主要产品出口的数量增速和金额增速（%，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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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0 主要产品出口对整体出口的拉动（百分点，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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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测算 
 

 

 

风险提示：海外政策收紧超预期，海外经济衰退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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