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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3 年我国内外需求的边际变化可能较 2022 年出现逆转，进入

“内升外降”阶段。在此背景下，我们预测2023年中国贸易盈余为4784.1亿美

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为 6077.1亿美元，比今年减少 2796.5亿美元；服务

贸易逆差为1436.9亿美元，比今年增加502.6亿美元。二者共同导致2023年我

国贸易盈余将比2022年减少3299.1亿美元。按照1:6.8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折

算，约为22433.7亿元，相当于1.9个百分点的名义GDP。

关键词：商品出口 商品进口 服务贸易差额 贸易盈余

◎朱鹤 孙子涵 严馨

2022年，超预期的疫情冲击和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让我国的国内需求

始终保持低迷，总需求不足的矛盾愈发突出。与此同时，强劲的外需支撑了

我国的出口部门和制造业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的需求缺口。随着

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和金融支持房地产政策的密集出台，一直持续制约我国

总需求的因素预计会得到显著缓解。而随着发达国家央行不断加息，外需回

落是大概率事件。综合来看，2023年我国内需和外需的边际变化较2022年或

出现逆转，进入“内升外降”阶段。为更好确定2023年我国贸易盈余的大致

2023年我国贸易盈余或将显著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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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本文分别从商品出口、商品进口和服务贸易三个方面进行测算。

一、2023年商品出口增速和规模测算

在此前的研究里，我们根据海关总署提供的出口商品详细信息，使用

“自下而上”的思路从单类产品量价拆分出发，完成了对整体出口增速的无残

差拆分①，给出数量效应和价格效应对我国出口金额增速的贡献。此处我们遵

循同样的逻辑，基于全球需求变化，分别从量和价两个角度估计2023年决定

我国出口增速的数量和价格效应。

（一）数量效应

数量效应可分解为两个来源，一是外需总体变化，二是中国在全球出口

的份额变化。数量关系为：

出口数量增速=全球出口量增速+份额增速+全球出口增速*份额增速

外需方面，根据 WTO 的最新预测，2023 年全球商品贸易量 （trade
volume）的同比增速为 1.0%，远低于年中预测的 3.4%②。同时，近一个季度

中国、韩国、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的出口数据均出现了大幅回落，表明全球需

求在加速下滑。这或许意味着WTO对2023年贸易表现的判断仍然偏乐观。因

此，我们预计2023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应该保持在与今年持平或略低于今年的

水平，对应的同比增速为-0.5%。

份额方面，根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CPB）的数据，疫情之前中国出

口占全球出口数量的实际份额稳步上升，到 2019年末我国出口实际份额达

到 12.0%。疫情初期我国率先恢复生产，凭借供应链优势实现出口份额大幅

提升，出口实际份额一度跃升至 14.0%以上。但随着海外生产秩序逐渐恢

复、全球供应紧张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我国出口替代效应有所减弱，出口

① 《出口的真相——对出口增速的一个量价拆解》, http://www.cf40.org.cn/news_detail/12126.html

② “Trade Growth to Slow Sharply in 2023 as Global Economy Faces Strong Headwind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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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份额相应下降。但考虑到部分商品的技术、成本优势依然存在，例如

化学制品、交运设备和部分中间品，我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仍然高

于疫情前的水平。

基于上述事实，我们认为2023年我国出口实际份额将下降至2019年至今

的平均水平12.7%。这一水平低于疫情以来的平均水平，反映出全球生产秩序

缓解给我国带来的影响，同时又高于疫情之前五年的平均水平，反映当前我国

的技术提升和成本优势。结合公式可知，2023年中国出口数量增速为-7.6%。

（二）价格效应

我们将出口商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原材料和中间品，这类商品的出口价

格与国际上相应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更相关。另一类是资本品和消费品，这

类商品的出口价格与国内PPI和CPI的变化更相关。接下来，我们分四步对上

述商品的出口价格进行预测。

第一步，对样本出口商品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①②。其中，石油煤炭及其

图1 2015年至今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实际份额

数据来源：CPB、经作者自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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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申.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劳动需求弹性影响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6(02):31-40+95.

② 该样本由5934类商品组成，约占我国出口金额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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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主

要对应石油、钢铁、铜、铝等能源和基本原料，其出口价格对国际大宗商品

价格波动十分敏感，应更多地参考国际价格指数。而其他行业则主要参考国

内PPI和CPI增速。

第二步，使用2020年以来各行业的出口价格增速和对应的价格指数做回

归，得到回归系数。

第三步，参考国际组织预测或历史均值假设各行业明年的价格水平，再

根据回归系数预测对应行业的出口价格增速。对于能源和大宗商品的国际价

格指数，我们主要参考国际组织预测，使用敏感性分析法假设明年的价格水

平。例如，我们综合了基金组织和美国能源信息署对原油价格的预测，估算

出明年我国石油产品出口价格增速约为4.0%。而对于国内PPI和CPI增速，我

们结合历史均值并结合当前趋势做外推。

第四步，结合各行业出口份额，计算总体价格增速。我们预测2023年中

国出口价格增速约为2.1%。

（三）预测结果

根据上述测算结果，结合公式：出口金额增速=出口数量增速+出口

价格增速+出口数量增速*出口价格增速，我们预测 2023年中国出口增速

约为-5.6%。考虑到当前外需仍在持续收缩，12月的当月出口金额同比增

速与 11 月持平 （-8.7%），则 2022 年我国货物出口金额约为 35984.3 亿美

元。再根据出口增速预测可知 2023 年的货物出口金额约为 33930.6 亿

美元。

二、2023年商品进口增速和规模测算

按照贸易方式不同，进口贸易可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保税物流等

多种方式，其中，一般贸易约占进口金额的63.1%，加工贸易约占17.5%，是

货物进口的主要方式。但这两种贸易方式之间存在明显区别：一般贸易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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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3年中国出口价格增速预测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Wind、经作者自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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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企业的单边进口，主要受内需驱动，与国内经济景气程度高度相关；而加

工贸易具有“两头在外”的特征，即加工贸易进口的物料以出口为最终目

的。因此，不同贸易方式的驱动因素各异，应具体分析分别测算不同贸易方

式下的进口金额。

（一）一般贸易进口增速测算

海关数据显示，农产品、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

加工业、机电产品等主要商品的一般贸易进口额约占一般贸易进口总额的

80%以上，且各类商品的一般贸易进口额同比增速、一般贸易进口总额同比

增速均与现价GDP同比增速具有强相关性。上述商品的一般贸易进口额占一

般贸易总金额的比重也相对稳定。因此，我们使用两种方法预测一般贸易进

口金额增速进行。

第一种方法是主要进口商品加总法。我们依次使用GDP名义增速对各

类商品的一般贸易进口增速进行回归，得到回归方程，再结合回归系数预

测明年各类商品的一般贸易进口金额，最后按进口主要商品加总计算一般

贸易进口金额和同比增速。其中，我们假设 2023年我国经济增长将恢复到

2018-2019年的平均水平，GDP实际增速达到 5%左右，GDP缩减指数约为

2%，那么明年的GDP名义增速将达到 7%的水平。

以机电产品为例，该产品的一般贸易进口额占一般贸易进口总额的比重

约为25%，若假设明年的GDP现价增速为7%，我们预测明年机电产品的一般

贸易进口额约为2781.4亿美元。同样地，我们也预测了其他商品的一般贸易

进口额。通过主要商品一般贸易进口额加总法，我们预测2023年一般贸易进

口增速为2.5%。

第二种方法是整体法。我们直接用GDP名义增速解释一般贸易进口总额

的同比增速。若假设明年的GDP现价增速为 7%，我们预测 2023年一般贸易

进口金额同比增速为1.4%。两种方法算得的一般贸易进口增速比较接近。整

体法之所以会略低于加总法，主要因为部分对国内需求敏感度更高的进口品

的占比也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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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工贸易进口测算

海关数据显示，农产品、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原油和成品油、机电产

品等主要商品的加工贸易进口额占加工贸易进口总额的 80%以上，且与对应

商品的加工贸易出口额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同时，上述商品的加工贸易出口

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也相对稳定。因此，我们可以用相关商品的加工贸易出

口额预测加工贸易进口额。

以机电产品为例，该产品的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约为

19.7%，结合第一部分预测的 2023年出口金额，若假设机电产品加工贸易

出口额的比重仍为 19.7%，那么 2023 年该产品的加工贸易出口额约为

6962.9亿美元，再根据同种商品加工贸易出口额与加工贸易进口额之间的

回归方程，能够预测 2023年机电产品的加工贸易进口额为 3527.1亿美元。

同样地，我们也预测了其他商品的加工贸易进口额。通过主要商品加工贸

易进口额加总法，我们预测 2023年加工贸易进口增速为 1.8%。我们还使用

加工贸易出口总金额预测加工贸易进口总金额，两种方法算得的加工贸易

进口增速也比较接近。

（三）其他贸易进口测算

考虑到边境小额贸易、保税物流等其他贸易方式占进口总额的比重较

小，且种类繁杂，我们加总后再考察其整体增速与GDP现价增速之间的关

系。根据回归方程，若假设明年的GDP现价增速为 7%，我们预测 2023年其

他贸易进口增速为4.4%。

（四）预测结果

综合上述不同贸易方式的增速和权重，我们预测2023年中国进口增速为

2.7%。结合当前的宏观形势，我们认为 2022年 12月的进口增速很难显著改

善，因此假定12月的进口增速与11月持平（-10.6%），则2022年我国货物进

口金额约为 27110.7亿美元。再根据进口增速预测可知 2023年中国货物进口

金额约为27853.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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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3年服务贸易差额测算

服务贸易包括加工、维护维修、运输等12个子账户。从服务贸易规模来

看，与货物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规模占整体的比重超过 50%，其中，贷方金

额约占 69%，借方金额约占 53%，且这些项目的进出口金额分别与货物贸易

进出口金额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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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服务贸易项目贷方金额与出口金额关系

数据来源：Wind。

图3 服务贸易项目借方金额与出口金额关系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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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服务贸易差额来看，疫情前，我国服务贸易逆差逐步上升，一度接近

3000亿美元，其中，旅行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占总差额的80%
以上。疫情发生以来，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大幅缩减，最主要的原因是旅行服

务贸易逆差大幅下降。受疫情防控和旅行限制影响，2021年我国旅行服务贸

易逆差比疫情前的2019年下降了55.8%。因此，我们可以将12个服务贸易项

目分为三类分别测算其未来的差额。

一是与货物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项目，包括运输、保险和养老金服务、

金融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我们分别用货物贸易进出口金额对这些项目的

借贷方金额做回归，并预测这些项目的服务贸易差额。如前所述，当2023年
的进出口增速分别为 2.7%和-5.6%时，我们预测与货物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

项目差额为-156.3亿美元。

二是与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相关的服务贸易项目，包括旅行、加工服

务、维护和维修服务以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这

些项目的服务贸易差额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考虑到未来疫情发展和相

关防控政策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我们认为此类项目的服务贸易差额将有所

扩大，但很难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以旅行项目为例，我们预测明年旅行

服务贸易差额将扩大至-1283.1亿美元，等于预测参数 120%乘以当前差额

水平。同样地，我们对其他项目也做了类似的假设，其中，加工和维护维

修服务顺差将扩大至 187.5亿美元，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逆差也将小幅增长

至-15.0亿美元。

三是其他服务贸易项目，包括建设、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

息服务以及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这些项目的服务贸易差额既没有明显的

趋势性，对外生冲击也不够敏感，且个别项目的服务贸易规模较小。因此，

我们假设这些项目在2023年的服务贸易差额等于疫情以来的平均差额-169.9
亿美元。具体而言，建设差额为 52.6亿美元，知识产权使用费差额为-319.5
亿美元，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差额为114.7亿美元，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

差额为-17.6亿美元。

综上所述，我们预测2023年中国服务贸易差额约为-1436.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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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本结论

综合前文的预测，2023 年我国出口增速约为-5.6%，进口增速约为

2.7%，对应的贸易盈余为4784.1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为6077.1亿美

元，比今年减少 2796.5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为 1436.9亿美元，比今年增加

502.6亿美元。二者共同导致 2023年我国贸易盈余将比 2022年减少 3299.1亿
美元。按照1:6.8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折算，约22433.7亿人民币，相当于1.9
个百分点的名义GDP。

以上是给定“内升外降”大背景下，我们关于2023年我国贸易盈余的一

个中性预测结果。如果预测所依赖的宏观背景出现变化，那么预测结果也会

发生改变。具体可以分为高顺差和低顺差两种情形。

高顺差情形的背景是：明年海外需求依然强劲，我国实际出口份额始终

保持疫情期间的平均水平，但我国的房地产市场风险未得到有效缓解，地产

部门对国内经济的拖累仍然比较明显。这种情形下，我国2023年出口增速或

能达到 3%，进口增速降至 1%，对应的货物贸易顺差达到 9680.7亿美元，比

2022年增加808.4亿美元。

低顺差情形的背景是：明年海外需求超预期回落，国内房地产部门开始

企稳，宏观经济在各种政策合力下实现更快复苏。这种情形下，我国2023年
出口增速或回落至-10%，进口增速达到 4%，对应的货物贸易顺差显著缩小

至4189.5亿美元，比2022年减少4682.8亿美元。

上述测算结果或许有三重政策含义。

首先，2023年我国贸易盈余显著下降意味着净出口对GDP同比增速的贡

献会明显下降甚至转负。按照1:6.8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折算，2023年减少的

贸易盈余 3299.1万亿美元约合 22433.7亿人民币，相当于 1.9个百分点的名义

GDP。
其次，我们之前的研究表明，制造业投资与出口形势密切相关。在出口

整体回落的背景下制造业投资也会面临下行压力，因此明年要发挥投资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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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关键作用还要进一步增加政策力度，激发投资动力。

最后，即使在低顺差的情形下我国货物贸易顺差仍能保持在4000亿美元

的水平。同时，这种情形对应的背景是国内宏观景气程度显著提高，从历史

经验来看我国经济景气程度高的时候资本流出压力更小。两方面因素都会对

人民币汇率形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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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23, China may see its domestic and foreign demand move marginally in the

reverse direction compared to 2022, with demand at home rising and that abroad falling. Against

this backdrop, we predict that China will record in 2023 a trade surplus of US$478.41 billion,

which would be composed of a trade surplus in goods of US$607.71 billion, US$279.65 billion

lower than in this year, and a service trade deficit of US$143.69 billion, an increase by US$50.26

billion over this year. Together, the two will reduce China's trade surplus in 2023 compared to

2022 by US$329.91 billion, which is approximately 2243.37 billion yuan (at an exchange rate of 1:

6.8), equivalent to 1.9 percentage points of China’s nominal GDP.

Keywords: Commodity export; Commodity import; Service trade balance; Trade sur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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