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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与外贸出口形势分析

余淼杰

一、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与外贸发展亮点纷呈

2023 年 7 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数据，消费、投

资、出口等经济指标纷纷“亮相”。从数据看，2023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

整体恢复向好，高质量发展呈现强劲态势，经济发展亮点频现。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5.5%，高于国务院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的 2023 年 GDP 增长 5% 左右的预期目标。这一预期目标提

出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我国刚从疫情冲击中恢复，经济基本面还不是

特别的稳健，要在行稳致远中促进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而

事实上，这个目标其实是低于经济增速潜力的。今年以来，联合国、世

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组

织都上调了我国经济增长预期，而且它们的预期值都比较高。在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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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报告中，世界银行将我国 2023 年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 5.6%。在外

部环境复杂严峻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2023 年上半年我国经

济实现 5.5% 的增长，说明了我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这不仅给我国下半

年经济继续健康发展、顺利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带来了信心，也为全

球经济复苏注入了“强心剂”。

具体从经济结构来看，2023 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同比增长 3.7%，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7%；第二产业同比增长 4.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为 30.1%；第三产业同比增长 6.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6.1%。三

大产业中，第三产业“一马当先”，增速最快，其原因在于当前的经济有

了“烟火气”。2023 年以来，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在国民经济

平稳复苏和消费持续恢复的带动下，运输业、旅游业、酒店餐饮业等行

业发展态势较好，许多地方的夜经济也在蓬勃发展，这些都有力地推动

了经济增长。第二产业增速约为 4.3%，或受到全球外需疲软的拖累。

外需疲软的拖累体现为进口价格较高，从而导致原材料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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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数据看，2023 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3.8%，投资结构继续优化，重点领域投资继续加强，处于一个正常“发

力”的水平；消费恢复态势向好，最终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 4.2 个百分

点。笔者认为，2023 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一看出口，二看内需。一

般而言，如果没有其他“灰犀牛”“黑天鹅”事件的话，下半年的经济发展

都会比上半年好。因此，笔者认为，2023 年下半年我国经济继续保持

5.5%增速的概率比较大。特别就今年而言，主要有两个因素。

第一，是出口季节性因素的影响。通常上半年进口拉动更多，比

如，我们的春节等节假日会带动进口“洋货”的需求，而下半年则有海外

方面比较重要的节日，比如圣诞节、感恩节、万圣节等等，这对我国制造

的消费品将形成巨大需求。因此，2023 年下半年出口形势应该会比上

半年好。

第二，由于这些西方重要节日对我国消费品需求的相对增加，带动

了制造业增长，这意味着下半年第二产业发展会即 、䰀意味着ᅀ萀意味着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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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更加好，下半年实现 5.5% 的增长也应该没有问题，甚至 2023 年下半

年可能会呈现 5.7%-5.8%的增速，全年有望达到 5.6%-5.7%的增速。

三、下半年我国外贸出口将有更好表现

由于人民币贬值拉动出口的滞后效应和季节性因素，2023年下半年

我国出口总额可能比上半年上升得更快。笔者预计，2023 年下半年，我

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将达到25万亿元左右人民币，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可

能达到45万亿元左右人民币，全年贸易顺差有望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

具体来看，在 2023 年上半年货物进出口的 20 万亿元人民币中，其

实出口表现好于进口。原因在于：第一，当前就许多发达经济体而言，

正面临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这导致这些国家出口能力不高。也就

是说，从总量供给来看，海外对我国的出口能力是不高的。第二，原材

料价格上涨导致了成本更高，我们的进口相对会受到一定影响。

即便在此背景下，我国的整体出口规模仍在上升。2023 年 6 月份

的进出口虽然同比并没有上升，但是我们要注意 6月出口额是高于前六

个月平均水平的，环比来看比前几个月都有增加，因此这是一个趋势。



2023 年 6 月全球制造业 PMI 降至 47.8%。如果不是因为近期美联储调整

货币政策，那么今年也许美国已经陷入了潜在的经济危机中。外需疲

软不仅对我国出口形成冲击，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所共有的问题。当

前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更多可能是国际的、全球性的因素在共振。目前

来看，美国复苏的能力相对比较强，尚未出现经济危机，这对全球经济

复苏而言是好事情。

我国毫无疑问还是要坚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充分挖掘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

和内需潜力，来激发和扩大需求。

首先最为重要的是，采取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居民收入，培育以持

续的收入增长来拉动内需扩大的基础，这依然是今后经济工作的重点

和优先点。建议继续推进减税降费，可以考虑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

点，达到“放水养鱼”的目的。

其次，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仍有空间，建议继续采用积极的财政

政策，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具体而言，稳

健的货币政策，一定要坚持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因为当前实体

经济复苏的动能还是相对比较弱，需要进一步增强。下半年经济政

策应该适当延续过去几年在疫情冲击期间所采取的政策组合拳。稳

健的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主要是推动大中小银行一起帮扶中

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机会最主要的来源。至于积极的

财政政策，其实我们还有适当的空间，可以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来拉动

和保证经济增长。所以，一方面要通过做好减税降费，保证居民可支

配收入的增长，同时采用积极财政确保能够创造出新的就业和新的

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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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措并举，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在外贸方面，重点是做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

发展，特别是对接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这也是确

保我国外贸具有强劲的活力和韧性的支撑。换言之，“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以及东盟应该是我们当前稳外贸的重点优先区域，之后才

是欧美市场。

对于如何拉动出口，笔者有六个方面的建议，即：一是出口目的地

的多元化；二是进口规模的扩大化；三是服务贸易扩总量、调结构、树特

色；四是我国企业强调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再“走上去”，要

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通过强化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产业的附加值；五是

在“一带一路”方向上，扩大中俄在远东地区的合作，陆上丝绸之路要重

点向东发展；六是海上丝绸之路应该向北做好中日韩自贸区工作的推

进，同时做好加入 CPTPP 的各项准备。

综合来看，2023 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恢复向好态势，这为下半年的

经济运行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当前外部环境仍然复杂，经济发展仍面

临压力和挑战。下阶段，仍需各项政策协同发力，提振市场信心，促进

经济平稳运行。行业方面，需继续推进新能源、集成电路等新产业的发

展，促进创新动能持续增强。政策方面，建议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

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套，推动下半年经济增长。此外，需加快推进构建全

国统一大市场，真正实现交易成本、贸易成本的降低，发挥我国超大规

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这也要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健全

与完善负面清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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