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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对比分析

董奇艳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中国·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自2020年2月1日起，本国与欧盟的进出口贸易受到了影响，除此之外，本国与北美、东南亚国家联盟等的

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和贸易比重也发生了变化。本文分析了2020-2023年本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的变化，并得出结论：

（1）东南亚国家联盟、欧洲联盟、北美的进出口排名稳定；（2）出口方面，我国特别行政区较为突出，排在第四。本文

在此结论上提出了相对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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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与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拉丁美

洲以及非洲的成员国间贸易往来日渐密切[1]，所以本文主

要分析2020-2023年我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的变化，其中

需要注意的是：（1）东南亚国家联盟包括：文莱、缅甸、

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

坡、泰国、越南。（2）欧洲联盟包括：比利时、丹麦、德

国、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希腊、葡萄

牙、西班牙、奥地利、芬兰、瑞典、塞浦路斯、匈牙利、

马耳他、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文尼

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     

（3）自2020年2月1日起，与欧盟的贸易总值不包括英国数

据[2]，同比也做相应调整。

2　2020-2023年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分析

通过 海关总署2023年我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

总值表，可以看出：

（1）东南亚国家联盟进出口总值、出口总值和进口

总值累计比去年同期变化0.2%、0%、0.4%。其中，进出口

总值和出口总值中，越南所占比重最大，分别为25%、26%

；进口总值中，马来西亚所占比重最大，为27%，超过

了越南的24%。（2）欧洲联盟进出口总值累计比去年同

期-1.9%，其中出口-5.3%，进口增加4.6%，出口变化幅度

较大。其中，德国进出口总值14,545.0亿元人民币，所占

比重最大，为欧洲联盟总值的26%，出口总值7,069.1亿元

人民币，进口总值7,475.9亿元人民币，在欧盟占比分别

为20%和38%，但累计比去年同期变化-3.6%、-8.2%、1.1%

，变化幅度并不是最大的。相反，在欧盟中，变化幅度最

大的是荷兰，进出口、出口、进口总值累计比去年同期

变化-4.9%、-10%、43.1%。（3）其他国家（地区）的相

关数据方面，北美进出口总值累计比去年同期-6.6%，出

口总值-8.1%，进口总值-1.8%。我国特别行政区进出口总

值、出口和进口累计比去年同期变化1%、-1.3%和84.3%。

韩国进出口总值、出口和进口累计比去年同期变化-8.7%

、-2.2%和-13.9%。拉丁美洲进出口总值、出口和进口累计

比去年同期变化6.8%、3%、10.9%。

海关总署2022年我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

值显示：（1）东南亚国家联盟进出口总值65,153.2亿元人

民币，累计比去年同期变化15%。其中，越南的进出口和出

口总值占比最大，为24%和26%，马来西亚的进口总值占比

最大，为27%。（2）欧洲联盟进出口总值56,468.0亿元人

民币，累计比去年同期变化5.6%，其中出口变化11.9%，进

口变化-4.9%。在欧洲联盟中，德国的进出口总值和进口占

比最大，分别为27%和39%；荷兰的出口占比最大，为21%。

（3）其他国家（地区）的相关数据方面，进出口总值按照

排名先后是北美50,540.3亿元人民币、拉丁美洲32,358.5 

亿元人民币、韩国24,120.7 亿元人民币。出口排名靠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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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北美、我国特别行政区、拉丁美洲，其中北美的出口总

值38,706.5 亿元人民币，甚至超过了欧盟和东南亚国家联

盟。进口靠前的是拉丁美洲、韩国。

海关总署2021年我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

值显示：（1）东南亚国家联盟进出口总值56,743.1亿元人

民币，累计比去年同期变化19.7%。其中，越南的进出口总

值和出口总值最大，马来西亚的进口总值最大。（2）欧洲

联盟进出口总值53,511.8亿元人民币，累计比去年同期变

化19.1%。其中德国的进出口、出口和进口总值遥遥领先。

（3）其他国家（地区）的相关数据方面，进出口总值按照

排名先后是北美48,827.2 亿元人民币、拉丁美洲29,180.9

亿元人民币、韩国23,407.5 亿元人民币。   

海关总署2020年我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

值显示：（1）东南亚国家联盟进出口总值47,357.4 亿元

人民币，累计比去年同期变化7%。其中，越南的进出口总

值、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最大。（2）欧洲联盟进出口总

值44,957.7亿元人民币，累计比去年同期变化5.3%。其中

德国的进出口、出口和进口总值遥遥领先。（3）其他国家 

（地区）的相关数据方面，进出口总值按照排名先后是北

美40,597.7亿元人民币、拉丁美洲21,931.0亿元人民币、

韩国19,744.6亿元人民币。

3　结论

表1  2020-2023年主要国别（地区）进出口总值占比

年份
东南亚国
家联盟

欧洲联盟 北美 拉丁美洲 韩国

2023 15.36% 13.19% 11.19% 8.24% 5.23%

2022 15.49% 13.42% 12.01% 7.69% 5.73%

2021 14.51% 13.69% 12.49% 7.46% 5.99%

2020 14.73% 13.98% 12.63% 6.82% 6.14%

数据来源：根据海关总署数据计算所得

表2  2020-2023年主要国别（地区）出口总值占比

年份

东南亚

国家 

联盟

欧洲 

联盟
北美

我国特

别行  

政区

拉丁 

美洲
非洲 韩国

2023 15.49% 14.82% 14.81% 8.13% 7.25% 5.11% 4.40%

2022 15.82% 15.62% 16.15% 8.30% 7.03% 4.58% 4.52%

2021 14.38% 15.41% 17.13% 10.42% 6.81% 4.41% 4.42%

2020 14.81% 15.10% 17.44% 10.50% 5.82% 5.51% 4.34%

数据来源：根据海关总署数据计算所得

3.1　进出口数值方面

由表1可看出：（1）2020-2023年我国与主要国别（地

区）的进出口总值中，各国（地区）的先后顺序排名基本

没有太大的变化，前三名依次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欧洲

联盟和北美，占比都在10%以上。后三名不同的年份排名有

细微的变化，占比都在10%以下。

（2）其中，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进出口总值排名第一，

占比在15%左右；其次是欧洲联盟，2020-2021年占比超过

了13.5%，2022-2023年占比下降；排名第三的是北美，2020

年占比12.63%，后面逐年降低，2023年降为11%左右。之

后，2021-2023年，拉丁美洲排名第四，且占比从6.82%逐

年增加到8.24%。韩国占比在2020年最高，之后每年均有所

下降。

3.2　出口总值方面

由表2数据可以看出，2020-2023年我国与主要国别   

（地区）的出口总值中，排名靠前的新增加了我国特别行

政区。2020-2021年，前三名依次是北美、欧洲联盟、东南

亚国家联盟，但到了2023年顺序 反了过来，东南亚国家联

盟排名第一。2020-2023年我国特别行政区都一直处于第四

位，但是出口总值占比逐年降低，从10.5%降低到了8.13%

。2020、2023年排名相对靠后的依次是拉丁美洲、非洲和

韩国。

3.3　进口总值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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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东南亚国

家联盟
欧洲联盟 拉丁美洲 北美 韩国

2023 15.18% 11.03% 9.55% 6.41% 6.33%

2022 15.05% 10.51% 8.56% 6.54% 7.33%

2021 14.68% 11.53% 8.28% 6.68% 7.94%

2020 14.63% 12.57% 8.08% 6.55% 8.41%

由表3可以看出，进口总值的占比排名又发生了新的变

化。2023年排名前三位的依次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欧洲联

盟和拉丁美洲，北美不在前三之列。值得注意的是，2020-

2022年排名前二的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欧洲联盟。2020-

2022年，韩国的占比高于北美，到2023年被北美反超。

4　对策建议

东南亚国家联盟、欧洲联盟与我国的进出口总值、出口

以及进口占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所以我国应继续共建“

一带一路”[3]，从亚欧大陆、东南亚国家联盟延伸到欧洲联

盟、非洲、拉美，从硬联通扩展到软联通、心联通，加强与

各国、各地区的国际进出口合作。致力于构建面向全球的自

由贸易网络，尤其是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北美与我国的进口总值、出口总值可以明显看出来，进

口占比低于出口，一直处于贸易顺差，而且在各年份上也能

明显看出来，进出口总值、出口总值占比每年都有所下降。

这与之前中美贸易战有极大的关系，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发

生，导致两国在进口、出口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贸易

政策的不稳定性[4]导致北美的进口需求减少，进而导致我国

的出口也缩减，甚至两败俱伤。因此，这警醒我们，要以长

远的眼光看问题，要想实现我国与北美的进出口贸易稳定、

平衡，必须尽可能在维护本国企业利益的前提条件下坚持“

互利共赢”的方针，降低我国对北美的外贸依存度。

在我国特别行政区的进出口数值方面，可以看出这个地

区严重“偏科”，我国内陆地区与我国特别行政区的出口数

据较为突出，这与我们国家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5]、我

国特别行政区处于国际金融中心的经济腹地同时也是我国经

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点息息相关，但是我国也应注

意加强对我国特别行政区的进口贸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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