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要分析：

1）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货物贸易近6年来虽有波动，但整体呈上升态势。

2）考虑到最近三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增长更为得来不易，未来持续增长可期。

3）考虑贸易的收支平衡，今后应注意增加向土库曼斯坦的出口和从吉尔吉斯斯坦的进口。

［本文基于IMF发布的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DOTS）月度数据进行分析。进出口数据单位为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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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物贸易出口
1）2022年2月至2023年1月中国向中亚五国各自货物

出口

简评：中国向哈萨克斯坦出口最多，土库曼斯坦最少。

2）2017年1月至2023年1月中国向中亚五国货物出口
总和折线图

简评：2017—2018年基本走平，2009年9月大增，然后
半年下降，2020年3月达到低点，之后整体呈上升态势。

3）2017年1月至2023年1月中国向中亚五国货物出口
总和占中国总出口的比例

简评：2017—2018年基本走平，2019年9月达到高点，
之后有起伏，2021年1月之后整体呈上升态势。

4）2018年1月至2023年1月中国向中亚五国货物出口
总和月度同比增速

简评：月度同比增速多数为正；2021年 3月同比增长
150%；2021年后只有2021年9—10月同比负增长。

二、货物贸易进口
1）2022年2月至2023年1月中国从中亚五国各自货物

进口

简评：中国从哈萨克斯坦进口最多，其次是土库曼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最少。

2）2017年1月至2023年1月中国从中亚五国货物进口
总和折线图

简评：2017—2020年 11月先升后降，之后较快增长，
2022年7月后有所下降。

3）2017年1月至2023年1月中国从中亚五国货物进口
总和占中国总进口的比例

简评：2017—2020年11月先升后降，2020年12月后整
体呈上升趋势。

4）2018年1月至2023年1月中国从中亚五国货物进口
总和月度同比增速

简评：月度同比增速多数为正；2019年10月至2021年1
月多为同比负增长；2021年2月之后都是同比正增长。

三、近一年货物进出口及顺/逆差
1）2022年2月至2023年1月中国与中亚五国各自货物

进出口合计

简评：近一年与中国货物贸易量最大的是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最小。

2）2022年2月至2023年1月中国与中亚五国各自货物
贸易顺差

简评：近一年中国与土库曼斯坦货物贸易为逆差，与其
它四国为顺差。

中国与中亚五国货物贸易数据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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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步伐加快，在贸易、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金融合作等领域成效显著。本文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教授王其

文就中国与中亚五国货物贸易数据进行的分析解读，以下为分析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