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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增速急降「保十」臨考驗
上月進出口僅升2.7%  政策加碼迫在眉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在外需持續疲軟、企業

成本上升等因素影響下，中國今年外貿「保十」的目標面臨巨大

挑戰。4月當月外貿總額3,080.8億美元，僅增長2.7%，實現貿易

順差184.2億美元。當月出口增長4.9%，進口增長0.3%，按季節

調整法調整後分別為7.2%和4.8%，遠遜於市場預期。此間專家

指出，數據疲弱超預期，今年廣交會成交額罕見下降等，反映今

年外貿前景難言樂觀，5月外貿增速或仍將低位徘徊，穩外貿政

策加碼已迫在眉睫。

中國海關總署10日公布數據顯
示，4月份當月出口1,632.5億

美元，增長4.9%；進口1,448.3億美
元，增長0.3%。這較3月增速的8.9%
與5.3%有顯著下滑，特別是進口比
出口更疲弱，導致貿易順差較3月也
急劇擴大，由53.5億美元擴大至184.2
億美元。今年前4個月進出口總值達
11,671.8億美元，同比增長6%。其中
出口增長6.9%，進口增長5.1%，累
計貿易順差為193億美元。

大宗商品價跌 進口僅增0.3%
最新的外貿數據亦有積極的一面。

即加工貿易增長明顯減速，外貿結構
調整進一步向好發展，一般貿易的逆
差與加工貿易的順差增幅也明顯低於
去年水平。今年前四個月，一般貿易
進出口6,170.6億美元，增長6.8%。同
期，加工貿易進出口4,129.9億美元，
增長3.3%。
交通銀行金研中心研究員陸志明向

香港文匯報指出，4月份進口增速超
預期回落，顯示出國內經濟仍較低
迷，進口需求不旺。4月製造業PMI
雖連續5個月回升至53.3%，但其中進
口和購進價格指數分別小幅下滑至
50%和54.8%。此外，進口大宗商品
價格趨於下滑也是影響因素之一。近
期國際油價已連續下調10%左右，中
國進口鐵礦砂價格下降13.4%，因此
內地進口大宗商品的價格今年以來也
出現下降。

貿易摩擦翻倍 削企業信心
對於出口增速維持個位數增長的原

因，陸志明認為，一是去年同期出口
規模已較高。去年3月後出口規模恢
復正常增長，同年5月出口規模已達
1,571億美元左右，而今年4月出口規
模也僅為1,632億美元，因而同比增
速處於低位。二是國際市場仍處低迷
狀態。三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國際競
爭壓力加大、人民幣累計升值幅度較
大等因素導致國內出口行業生產提升
受限，出口行業的產能恢復狀況不及
正常年份。
此外，商務部內部人士向香港文匯

報表示，貿易環境趨緊亦是今年外貿
發展受制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國連續
17年成為全球遭遇貿易摩擦最多的國
家。而一季度國外對中國產品發起貿
易救濟調查16宗，涉案金額近30億美
元，分別是去年同期的1.8倍和2.4
倍，而且新貿易摩擦案件的預警信息
不斷，嚴重影響國外進口商與中國出
口企業的信心。

廣交會成交減 歷來罕見
儘管商務部已多次表態，年初制定

的10%增長目標可以實現，但剛結束
的廣交會情況卻讓人再次感受到外貿
形勢的嚴峻。雖然本屆廣交會到會採
購商再創歷史新高，但成交額環比和
同比分別下降4.8%和2.3%，出現
2008年金融危機之外，廣交會歷史上
罕見的成交額明顯下降。
申銀萬國首席宏觀經濟分析師李

慧勇指出，剛公布的進出口數據大
幅度低於預期，顯示出外需和內需
的形勢依然嚴峻，政策加碼已經迫
在眉睫。

歐日貿易乏力 俄巴續強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

申銀萬國首席宏觀經濟分析師李慧勇此

間指出，穩外貿、穩增長政策加碼迫在

眉睫，預計國家將通過調整出口退稅

率、穩定匯率、加大對外貿企業金融支

持等政策穩定出口。同時，要以穩住國

內經濟增長來促進進口，可能採取的措

施包括加大「十二五」項目開工與既有

復工進度等。

交通銀行金研中心研究員陸志明向香港文匯報

指出，預計5月出口同比可能低位略升，進口同

比可能在低位徘徊。首先從歷史數據看，5月份

的出口規模往往比4月份略有增加，考慮到今年

出口規模恢復較慢，5月出口可能僅恢復到去年

年末的水平，考慮到去年基數較高，同比增速將

比4月略有回升。

全球經濟復甦仍低迷
第二，全球經濟復甦仍較低迷，美國雖然就業

狀況略有好轉，但整體復甦仍趨放緩；歐元區經

濟仍處於下行狀態，新興市場國家經濟也在放

緩，外部需求仍呈整體放緩的態勢。

第三，短期內國內出口企業經營狀況難以得到

明顯好轉，匯率、勞動力成本仍趨上行，企業融

資成本也仍處高位。

陸志明認為，由於出口主要是受國際市場需求

的影響，政府調節空間很有限，主要還是看國際

經濟的復甦狀況；而進口主要是看國內經濟增長

需求和國際商品價格走勢。從歷史數據看，5月

份的進口往往與4月持平略低，今年5月份進口

大幅增長的可能性非常小，同比增速很可能繼續

在低位徘徊。他表示，受油價下行、量化寬鬆政

策QE3可能性較低等因素影響，近期國際大宗商

品價格趨穩下調。此外，國內經濟增速上行較

慢，對外部大宗商品進口需求短期也難以得到有

效提振。

全年或呈「前低後高」
李慧勇預計，中國外貿情況下半年料將好於上

半年，全年將呈現「前低後高」走勢。不過在政

策方面須有充足準備，不可完全寄希望於外圍形

勢轉好。而瑞穗證券亞洲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表

示，今年全年達到10%的貿易增長目標具有一定

難度。

沈建光指出，4月份的進出口數據疲弱，這反

映海外特別是歐債危機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大，而

且短期內還可能惡化。目前，中國出口還是要看

巴西和俄羅斯這兩個市場；內需在房地產和地方

融資平台被控，影響到進口數據看起來也不振。

總體而言，中國保持經濟發展要靠內需刺激。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高級經濟師祁京梅表

示，二季度經濟可能不如很多人預期的樂觀，只

能與一季度持平或略有下降。目前實體經濟疲弱

仍很明顯，消費動力不足，投資仍將成為拉動經

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法國興業銀行經濟師姚

煒也指出，進口增速低於預期，最主要是緣於投

資增速下滑非常快，房地產調整影響到內需。

調整出口退稅 穩定匯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海關最新數

據顯示，近來廣東、江蘇等外貿大省進出口增速出現
放緩，而中西部地區出口則呈現快速增長態勢。其
中，今年前4個月重慶和河南的出口增速分別達到1.9
倍和1.2倍。而從出口商品結構看，各類商品出口均處
於低位，面臨整體下滑的壓力。進口商品結構方面，
大宗商品進口量回升，但機電商品進口出現下滑。
今年前4個月，廣東省外貿進出口總值2,884億美

元，增長3.3%。同期，江蘇省外貿更出現了並不多見
的負增長，進出口總值下降1%。另外，上海市、浙江
省、山東省的外貿增速也都在1%-3.1%之間，低於6%
的全國增速水平。
而中西部地區出口快速增長，重慶和河南的出口增

速分別為1.9倍和1.2倍，廣西、四川和江西的出口增
速分別為29.3%、62.8%和38.3%。

整體出口存下滑壓力
從出口商品結構看，各類商品出口均處於低位，面

臨整體下滑的壓力。1-4月全國機電產品出口3,467.9億
美元，增長8.5%，較同期全國出口總體增速高1.6個百
分點；服裝出口399.7億美元，增長1%；紡織品出口
288.5億美元，下降0.3%；鞋類出口124億美元，增長
4.2%。
而從進口商品結構看，大宗商品進口量回升，但機

電商品進口出現下滑。1-4月我國鐵礦砂進口2.4億
噸，增加6.5%，進口均價為每噸137.6美元，下跌
13.4%；大豆1815萬噸，增加22.3%，進口均價為每噸
532.9美元，下跌7.6%。此外，機電產品進口2,314.4億
美元，下降1.6%；其中汽車39.2萬輛，增加26.7%。

粵
蘇
增
速
緩

渝
豫
升
逾
倍
首四個月各省市出口變化
省市 變幅

重慶 +1.9倍

河南 +1.2倍

四川 +62.8%

江西 +38.3%

廣西 +29.3%

福建 +7.6%

廣東 +5.5%

浙江 +4.2%

北京 +2.9%

江蘇 +1.7%

上海 +1.2%

山東 -0.3%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總署

■李慧勇指

出，穩外貿

及穩增長政

策加碼迫在

眉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海關最
新數據顯示，在與主要貿易夥伴的雙邊貿易中，
中國與歐盟和日本雙邊貿易增長乏力，但對俄羅
斯和巴西等國進出口增長較快。今年1-4月中國與
歐盟雙邊貿易總值1,705.3億美元，僅增長0.3%；
中日雙邊貿易總值為1,071.8億美元，下降1.5%；
而與俄羅斯和巴西雙邊貿易總值分別增長27.7%
和14.4%。
另外，今年前4個月，中國與美國雙邊貿易總

值為1,461億美元，增長9.2%。與東盟雙邊貿易總
值為1,176.5億美元，增長6.7%。
專家指出，近期世界經濟出現好的跡象，但持

續復甦的制約因素依然較多。今年以來，世界經
濟運行出現一些積極跡象，美國、日本經濟表現
好於預期，就業、消費和工業生產有所回暖，歐
債危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新興經濟體促進經

濟增長政策力度有所加強。不過，國際金融危機
和主權債務危機的深層次影響還在發展，世界經
濟總體增長乏力的態勢沒有改變。

歐元區經濟進一步惡化
交通銀行金研中心研究員陸志明向香港文匯報

指出，未來一段時間國際經濟復甦仍將處於較為
艱難的時期。二季度以來，美國經濟復甦有所回
落，美國勞工局公布4月份新增就業僅為11.5萬
人，低於市場預期的16萬。一季度的GDP預測也
明顯低於去年年末水平。
他又表示，歐元區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4月

份歐元區17國製造業PMI僅為45.9，創下2009年年
中以來的新低。歐美經濟狀況不佳，導致外部出
口市場需求趨於萎縮。比如航運業經濟指標—
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曾在近期跌至928點左右，

接近2008年次貸危機時期的低點，表明目前國際
貿易往來狀況非常低迷，市場對未來的國際貿易
環境依然信心不足。

首四個月內地與各地雙邊貿易
國家/地區 總值（美元） 變幅

歐盟 1705.3億 +0.3%

美國 1461億 +9.2%

東盟 1176.5億 +6.7%

日本 1071.8億 -1.5%

俄羅斯 286.9億 +27.7%

巴西 250.7億 +14.4%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總署

■近期中國進口鐵礦砂價格下

降13.4%。 資料圖片

■國際油價已連續下調10%左右。 資料圖片

■4月份中國外貿增速明顯放緩，

進口較出口更疲弱。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