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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出口增速超预期 反弹势头料延续

□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海关总署7日发布数据显示，8月出口增速延

续反弹势头，同比增长11.6%，再度超出市场预

期。专家认为，主要经济体自5月以来实施经济重

启工作，对我国产品进口需求相应增加。同时，在

全球疫情扩散背景下，我国防疫物资出口保持高

增长势头。 9月出口有望继续保持复苏态势。

海外需求进一步恢复

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价，8月出口实现同

比增长11.6%，较上月提升1.2个百分点；以美

元计价，8月出口同比增长9.5%， 较上月提升

2.3个百分点，再度超出市场预期。

专家认为， 支撑8月出口增长超预期的一

项重要原因是，海外疫情防控措施转向，经济

恢复由发达国家逐渐扩散至新兴市场国家。

光大证券宏观分析师郭永斌表示， 进入8

月，虽然疫情在部分地区并未缓解，但是各地

应对政策不再采取完全封闭等严格措施，对经

济活动的负面影响进一步下降。 8月摩根大通

全球综合PMI为52.4%， 较前值提高1.4个百分

点， 其中新兴市场边际改善幅度大于发达市

场，为52.9%，较前值提高2.1个百分点。 对应出

口数据，8月中国对非洲、美国、拉美的出口同

比增速相对7月的改善幅度排名前三。 其中，除

对美国有低基数原因以外，对非洲和拉美的出

口同比改善均体现了海外经济恢复进一步由

发达国家扩散至新兴市场国家的特点。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年初

以来， 我国对东盟出口整体保持稳定增长，与

这一区域疫情形势较为稳定、经济所受冲击相

对较小直接相关。

防疫物资出口保持较高增速

支撑8月出口高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

是防疫物资出口的持续贡献。 海关总署公布的

全国出口重点商品量值表显示， 前8个月出口

同比增速最高的两项分别为医疗仪器及器械，

同比增长50.9%；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包括

口罩），同比增长37.8%。

王青称，8月以口罩为代表的纺织纱线、织

物及制品出口额同比增长47.0%， 增速较上月

小幅回落1.4个百分点，但这一增速仍属超高水

平。 当月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额同比增长

38.9%，塑料制品出口额同比增长90.6%。 从以

上三类防疫相关物资整体看，当月出口额同比

增速达到58.5%， 对当月出口的整体拉动达到

4.2个百分点。

9月出口增势有望延续

“近期全球主要经济体制造业PMI大多延

续反弹势头，我国制造业PMI中的新出口订单

指数也在持续修复。这意味着短期内我国出口

增速反弹仍有支撑，9月出口同比增长有望继

续保持较强势头。 ” 王青认为，当下我国出口

韧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国内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制造业产能基本恢复正常，意味着

我国出口供给能力强于竞争对手， 全球市场

份额扩大；二是短期内全球疫情拐点难现，防

疫物资出口高增长势头会保持一段时间。

不过， 郭永斌认为，8月两大类防疫物资

（纺织纱线、 织物及制品和医疗仪器及器械）

对总出口的贡献较7月进一步下降， 预计未来

防疫物资对出口的贡献将继续下降，或对出口

上行空间有所抑制。

进口方面， 以人民币计价，8月进口同比下

降0.5%；以美元计价，8月进口同比下降2.1%。王

青表示，国内经济延续修复，投资和消费增速有

望进一步回升，将对进口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东兴证券宏观与大类资产分析师康明怡

表示，进口增速下降主要是受到农产品进口拖

累。 扣除农产品和原油后，进口保持平稳，年内

进口有望持续温和复苏。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网站 制图/王力

基金高换手率背后三大玄机

□

本报记者 李岚君

今年上半年，火爆的行情催生了火热的换

手率，即便公募基金也不例外。

Wind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募基金的

股票交易总金额达71533亿元， 相较去年同期

45354亿元，劲升57.72%。随之水涨船高的是颇

为惊人的换手率。 以股票型基金为例：A/B/C

类别分开计算，可比的1367只股基中，上半年

换手率超过100%的多达869只；其中，换手率

超过10倍的竟然高达148只。 业内人士认为，公

募基金高换手率的原因比较复杂， 既包括基金

经理主动调仓的因素， 也包括巨额申赎带来的

被动调仓因素。 此外，不排除部分基金产品为满

足合作券商的佣金要求，人为制造高换手率。

惊人的高换手率

偏股型基金今年上半年的换手率较往年

有较大幅度提升， 但如果从结构性角度考虑，

则不同类型的基金产品各有不同。

以股票型基金为例，A/B/C类别分开计

算，虽然上半年换手率超过10倍的基金产品数

量高达148只， 但其中以ETF产品为主的被动

指数型基金就有144只，仅有4只普通股票型基

金。不过，在仓位弹性更大的混合型基金中，上

半年换手率超过10倍的，偏股混合型基金有14

只，平衡混合型基金有6只，灵活配置型基金竟

有81只。 显然，仓位更灵活的基金产品似乎换

手的热情更高。

从上半年10倍换手率的基金产品规模

看，如果剔除ETF产品，会发现4只普通股票型

基金规模均小于1亿元，14只偏股混合型基金

亦是如此。而灵活配置型基金虽然规模相对大

一些，但最大规模也不过6亿元左右，大多数仍

是小规模基金产品。

上海某公募基金经理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规模较小的基金产品，为追求业绩，会频

繁进行换股， 因为他们买卖的冲击成本较低，

适合短线交易， 这也是其换手率更高的原因。

而规模较大， 尤其是百亿元级以上的基金，换

手率就会大幅降低。

不过，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Wind数据统

计发现， 虽然没有达到半年10倍换手率的惊

人程度，但一些百亿级的基金产品，上半年换

手率也多在1至2倍左右，甚至接近4倍。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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