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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景气各高频百分位及交易拥挤度一图纵览

资料来源：华安证券研究所整理

⚫ 消费景气百
分位、拥挤
度均下行；

⚫ 成长拥挤度
内部分化，
计算机回升、
新能源回落；

⚫ 周期景气分
化，工程机
械拥挤度迅
速上升；

⚫ 金融景气变
化不大，拥
挤度回落。

注 横轴为交易拥挤度，纵轴为景气高频数据的百分位。即处于第一象限的点是景气又高、交易又拥挤的，例如成长中的锂电、光伏、半导体。
圆点大小分为三档，代表行业交易量占A股大小；字体中橘色为消费、黑色为成长、蓝色为周期、绿色为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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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景气亮点：服务消费改善、农产品走弱，锂电景气强势回升

景气绝对位置
消费板块 成长板块

第34期(3.29+边际变化) 第33期(3.13) 第34期(3.29+边际变化) 第33期(3.13)

景气高位

高位

新能源车↑

农产品(玉米)

农产品(小麦) ↓

农产品(玉米)

农产品(小麦)

运营商↑

通信设备制造（交换机）

运营商

通信设备制造（交换机）

较高位
啤酒 |  大家电

饲养(鸡肉) |  汽车整车

农产品(大豆)  |  乳制品

新能源车

啤酒 |  大家电

饲养(鸡肉) |  汽车整车

农产品(大豆)  |  乳制品

锂电↑

半导体材料设备

储能 |  游戏

光伏↓

半导体材料设备

储能 |  游戏 |  光伏

锂电

景气中枢 中枢

白酒

美容护理↓

饲养(仔猪) |  小家电↓

厨房电器 |  调味品↓

白酒 |  美容护理 |  小家电

调味品 |饲养(仔猪)

厨房电器

短视频

综合视频

短视频

综合视频

景气低位

较低位

饲养(猪肉) |  商贸 |  纺服

家居↑  |  餐饮↑

造纸

饲养(猪肉) |  商贸 |  纺服

家居

餐饮 |  造纸

通信设备制造（微型电子计
算机、光缆、基站）

消费电子(液晶面板) ↑  |  电
影

通信设备制造（微型电子计
算机、光缆、基站）

电影

消费电子(液晶面板)

低位 造纸 造纸 消费电子(MLCC) 消费电子(MLCC)

注 景气相对变化：同一位置上，景气：红色＞黑色＞绿色。↑较上一期有边际改善，↓较上一期有边际恶化 资料来源：华安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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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景气亮点：能源全线走弱、贵金属基本金属涨价，交投情绪回暖

景气绝对位置
周期板块 金融板块

第34期(3.29+边际变化) 第33期(3.13) 第34期(3.29+边际变化) 第33期(3.13)

景气高位

高位 -

较高位

小金属(锂) ↓

贵金属(金)   |  化工(整体)↑

贵金属(银) ↑

煤炭 ↓

基本金属(铜)  |  燃气

小金属(锂)

贵金属(金)   |  化工(整体) 

贵金属(银) |  煤炭

基本金属(铜)  |  燃气

保险 保险

景气中枢 中枢

尿素 |  PTA↑  |  电力(水电)

铁矿石 |  减水剂

物流快递↑

小金属(镍) ↓ | 基本金属(铝)

原油↓  |  电力(火电)

尿素 |  PTA |  电力(水电)

铁矿石 |  减水剂

原油 | 基本金属(铝)

小金属(镍)

物流快递 |  电力(火电)

银行 银行

景气低位

较低位

乙烯

小金属(钴)↑

通用自动设备↑

水泥 | 基本金属(锡）

MDI ↓ | 螺纹钢↓

螺纹钢 |  MDI  |  乙烯

小金属(钴)

水泥

通用自动设备 | 基本金属(锡) 

券商↑ 券商

低位
机场航空 |  玻璃 |  钛白粉↑

丙烯

航运港口

机场航空 |  玻璃 |  钛白粉

丙烯

航运港口

地产 地产

资料来源：华安证券研究所整理注 景气相对变化：同一位置上，景气：红色＞黑色＞绿色。↑较上一期有边际改善，↓较上一期有边际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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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景气亮点：服务消费改善，地产销售边际回暖
➢ 【消费】服务消费改善，农产品价格走弱

➢ 景气上行：2月空调同比大幅上升；新能源汽车同比大幅转正、渗透率上升；家居销售额同比大幅转正；餐饮同比转正；
商贸、纺服同比增速均改善；仔猪延续反弹。

➢ 景气下行：牛奶、生鲜乳微跌；调味品同比下降至零；小家电、厨电转弱；瓦楞纸价格继续新低；美容仪价涨但量缩；猪
价延续下行；玉米、小麦、大豆价格同时回落。

➢ 【成长】锂电储能景气回升，半导体景气连续回落

➢ 景气上行：液晶面板价格上涨；锂电同比大幅回正；电影同比小幅上升。

➢ 景气下行：半导体材料设备景气连续回落；手机产量累计同比下降；光伏指数走弱。

➢ 【周期】贵金属基本金属价涨，能源景气全线走弱

➢ 景气上行：金、银价格上涨；铜价上涨；锡价反弹；铝、吨铝利润回升；化工整体下降；水泥继续反弹；PTA价格上涨；
钛白粉价格底部回升；挖机开工小时数大幅上涨。

➢ 景气下行：原油价格震荡下跌；煤炭价格走弱；钴、镍、锂下行；铁矿石价格震荡下行；玻璃价格微跌；MDI价格下跌；
乙烯、丙烯价格均下降；快递景气下行；燃气价格大跌。

➢ 【金融】地产销售边际回暖，交投情绪回暖

➢ 景气上行：百大城市成交土地溢价率回升；3月30大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月同比好转；2月贷款余额同比回升，企业中长贷、
短贷回升；市场交投情绪回暖。

➢ 景气下行：百城房均价减去商品房楼面均价同比继续回落，百城住宅价格同比继续下降。

注 以上亮点仅包含本期更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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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下旬，茅酒价格持续下降，五粮液、国窖持平。

• 茅台酒方面，截至3月24日，茅台整箱一批价为2950元/瓶，较3月9日下降50元/瓶，跌幅为1.34% ；3月24日茅台散货一批
价2750元/瓶，较2月9日价格下降10元/瓶，跌幅为0.36% ，价格震荡上升。

• 五粮液一批价（普五）3月24日价格为965元/瓶，较3月9日相持平，期间在3月10日下降至960元/瓶，后于3月20日涨回965
元/瓶；国窖1573价格3月24日价格为900元/瓶，较3月9日价格相持平。

1.1 食品饮料| 白酒：茅酒价格持续下降，五粮液、国窖价未变

茅台整箱、散货价格均下降 五粮液、国窖价格持平

资料来源：茅帝，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 资料来源：今日酒价，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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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啤酒价格瓶装、罐装均上涨。

• 价格方面，2月36大中城市啤酒（630ml）均价为4.97元/瓶，较1月价格上涨0.02元/瓶，涨幅0.40% ；350ml啤酒均价4.13元/
罐，较1月的价格上涨0.01元/罐。

• 产量方面，2022年12月啤酒产量同比增速8.5%，较11月同比-1.7%转正。（2023年1、2月产量未更新）

1.1 食品饮料| 啤酒：啤酒价格微涨

2月瓶装、罐装啤酒价格均微涨 2022年12月啤酒产量同比8.5%

资料来源：Wind，国家发改委，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瓶，元/罐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万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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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牛奶零售价持平、成本端生鲜乳价格微跌。截至3月17日，牛奶零售价12.68元/升，与3月3日持平，期间于3月10日上涨至
12.71元/升；成本端方面，3月15日生鲜乳平均价3.99元/公斤，较3月1日的4.02元/公斤下降0.03元/公斤，降幅0.75%。

➢ 调味品价格同比降至零。调味品发酵制品出厂价指数2月当月同比为0.0%，较1月1.8%进一步下降。

1.1 食品饮料|奶制品：牛奶零售价持平；调味品：同比降至零

牛奶零售价持平、成本端生鲜乳价格微跌 调味品价格指数2月同比为0.0%

资料来源：Wind，商务部，农业部，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升，元/公斤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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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销量2月同比47.7%，大幅上升；1月大家电线上销售额、销售均价同比均回落至零以下。

• 空调方面，2月空调销量同比增幅为47.7%，较1月-21.8%显著上升。

• 1月大家电线上销售额、销售均价同比均下跌。其中，大家电线上销售额同比涨幅由2022年12月的7.11%下跌至2023年1月
的-15.71%；同期，线上销售均价同比则由11.11%下降至-0.85%。

1.2 家电|大家电：2月空调同比大幅增加，1月大家电线上销售转弱

空调销量2月同比47.7%，大幅上升 1月大家电线上销售额、销售均价同比均下跌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万台，% 资料来源：Wind，数据威，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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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小家电、厨电两者销售额均大幅下滑。

• 小家电方面，小家电线上销售额同比大幅回落，由2022年12月的18.61%下降至2023年1月的-14.74%；但同期线上销售均价
同比由-15.02%回正至6.06%。

• 厨电方面，厨电线上销售额同比进一步下跌但销售均价同比跌幅收窄，其中线上销售额跌幅由2022年12月的-5.48%进一步
走阔至2023年1月的-18.37%；同期线上销售均价同比则由-4.67%回升至-4.35%。

1.2 家电|小家电、厨电：销售额回落幅度大于销售均价

1月小家电销售额大幅回落

资料来源：Wind，数据威，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资料来源：Wind，数据威，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1月厨电销售额回落远大于销售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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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速大幅转正至60.9%，销量占比上升至31.0%。

• 销量方面，根据乘联会数据，2月新能源车当月销量为43.9万辆，同比、环比均大幅上涨，其中同比增速由1月的-6.4%大幅
转正至60.9%，主要来源于春节的错位影响。

• 渗透率方面，2月新能源车销量占比为31.0%，较1月的25.4%进一步扩大。

1.3 汽车|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速大幅转正、渗透率上升，景气回暖

2月新能源汽车月销量同比大幅转正至60.9% 2月新能源车渗透率上升至31.0%

资料来源：Wind，乘联会，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辆、% 资料来源：Wind，乘联会，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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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下旬汽车日均销量同比回正，但产销率下降。

• 汽车周度零售日均销量数据显示，3月第1-3周，同比变化分别为-16%、-18%、10%，3月下旬以来销售情况好转。

• 2月汽车产销率为99.97%，较1月的103.45%下滑。

1.3 汽车|汽车整车：日均销量同比回正，产销率下降

3月下旬汽车当周日均销量同比回正

资料来源：Wind，乘联会，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辆、% 资料来源：Wind，汽车工业协会，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2月汽车产销率99.97%，较此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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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楞纸价格持续新低；家居销售额环比、同比均继续改善。

• 瓦楞纸价格持续新低。瓦楞纸(AA级120g)价格由2月28日的3173.4元/吨下跌至3月10日的3106.7元/吨，跌幅2.10%。

• 建材家居2月销售额同比涨幅大幅回正，春节错位影响下由1月的-21.10%上涨至2月的34.54%，景气持续改善。

1.4 轻工|造纸：瓦楞纸价格持续新低；家居：持续改善

瓦楞纸价AA级120g（全国）持续新低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商务部，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亿元，%

建材家居销售额2月同比大幅回正至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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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零餐饮收入2月同比回正，景气上行。

• 社零餐饮收入同比由2022年12月的-14.1%回正至2023年2月的9.2%，疫情影响消散，餐饮消费回暖。

• 另一方面，作为居民消费先行参考指标的全钢胎开工率同比则由1月的-28.1%回升至2月的131.04%，大幅走强。

1.5 餐饮|餐饮：2月餐饮收入同比回正，景气上行

社零餐饮收入2月同比9.2%，餐饮消费回暖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中国橡胶信息贸易网，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2月全钢胎开工率同比为131.04%，大幅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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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社会商品零售额、纺织服装消费同比增速均改善，景气上行。

• 社会商品零售额2月同比增速为2.9%，较2022年12月的-0.1%改善。

• 纺织服装零售额2月同比增速为5.4%，较2022年12月的-12.5%转正。

1.6 商贸、纺服|社零、纺服：2月同比增速均改善，景气上行

社会商品零售额2月同比回正至2.9%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亿元，%

纺织服装零售额2月同比回正至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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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美容仪价改善、量缩水，销售额同比跌幅收窄。

• 线上美容美体仪价改善、量缩水，销售额同比跌幅收窄。其中销售额同比由2022年12月的-20.61%收窄至2023年1月的-
16.17%；同期销售量同比由-17.97%下跌至-19.92%；但价格同比由- 3.22 %回升至4.68%。

• 作为参考，日本美容费用持平，韩国美容费用涨价。其中日费同比持平于1月，2月为4.12%；而韩费同比持续走高，由1
月的4.67%上涨至2月的4.89%。

1.7 美容护理|美容护理：美容仪价涨量缩，销售额同比跌幅收窄

1月美容仪价改善、量缩水，销售额同比跌幅收窄

资料来源：数据威，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2月日美容费用持平、韩美容费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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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下旬鸡肉价格震荡持平；仔猪持续上涨、猪价走低。

• 鸡肉零售价震荡持平。截至3月23日，36城市鸡肉零售13.04元/500克，持平于3月7日价格，期间于3月14日跌至13.00元/500
克。

• 仔猪持续上涨、猪价走低。截至3月17日，仔猪价格39.66元/千克，较2月24日的38.55元/千克上涨2.88%，价格持续上涨；
猪肉价格则由2月24日的21.87/千克下跌至3月17日的21.49元/千克，跌幅1.74%。

1.8 农林牧渔|饲养：鸡肉价格震荡持平，仔猪持续上涨、猪价走低

鸡肉价格震荡持平

资料来源：Wind，国家发改委，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500克 资料来源：Wind，畜牧业新希望，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千克

仔猪持续上涨、猪价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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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城市鸡肉零售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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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商品猪出栏量同比17.75%、大幅回正；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3.68%，小幅下降。

• 全国商品猪月度出栏量，2月同比增速为17.75%，较1月的-14.07%大幅回正。

• 全国能繁母猪月度存栏量，2月同比增速为3.68%，较1月的6.99%小幅下降。

1.8 农林牧渔|饲养：2月商品猪出栏同比大幅回正

全国商品猪2月出栏量同比大幅回正

资料来源：涌益咨询，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头、% 资料来源：涌益咨询，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头、%

全国能繁母猪月度存栏量2月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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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农产品价格玉米、小麦、大豆均持续小幅回落。

• 玉米价格由2月28日的2796.1元/吨下跌至3月10日的2787.3元/吨，跌幅0.31%；同期小麦价格由3144.6元/吨下跌至3110.1元/
吨，跌幅1.10%；大豆价格由5358.8元/吨下跌至5351.6元/吨，跌幅0.13%，价格继续回落。

1.8 农林牧渔|农产品：玉米、小麦、大豆价格均持续回落

3月玉米、小麦价格回落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吨

3月大豆价格继续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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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积电营收同比回落。台积电营收2月同比为11.05%，较1月同比的16.19%继续回落，已连续四个月回落。

➢ 中国智能手机产量累计同比继续下跌。需求端，2022年12月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为2786万部，同比降幅则由11月的-34.10%
收窄至12月的-16.60%。StrategyAnalytics报告数据参考显示2023年2月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批发)和销量(零售)分别同比下降
11%和5%。供给端，2023年2月产量累计同比已下行至-14.10%，较2022年12月-8%进一步回落。

2.1 电子|半导体材料设备：营收同比增速回落；手机：产量累计同比降

1月台积电营收同比增速16.19，涨幅继续回落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万部，%

2月智能手机产量累计同比下降至-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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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晶面板3月价格延续上涨，环比增幅扩大。其中，3月55寸液晶电视面板价格为96元/片，较2月价格上涨6美元/片，涨幅
6.67%；3月65寸液晶电视面板价格为136美元/片，较1月价格上涨15美元/片，涨幅12.4%。

➢ MLCC市场跌幅收窄。截止2023年2月，MLCC市场台股营收同比为-7.72%，较1月同比-22.52%跌幅收窄。

2.1 电子|消费电子：液晶面板价格上涨；MLCC：营收同比跌幅收窄

液晶面板2月价格上涨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美元/片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亿新台币，%

2月MLCC台股营收同比-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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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移动、电信宽带用户数增量同比回升。截至2月，中国移动宽带用户数增量同比为71.9%，较1月的-34.2%增速大幅回升；
同期电信宽带用户环比增速由-37.0%明显回升至68.3%。

➢ 2月用户增量同比分化，移动下跌、电信增加。截至2月，中国移动用户增量同比由1月的-88.1%下降至-599.1%。同期电信
用户增量同比由-63.2%明显回升至282.0%。

2.2 通信|运营商：2月宽带用户增量同比回升

2月移动、电信宽带用户数增量同比分化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2月移动、电信宽带用户数增量同比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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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设备制造商景气回落，仅微电子计算机改善。截至2022年12月，通信设备制造商产量数据普遍走弱：其中程控交换
机产量同比由176.7%收窄至135.3%，通信基站设备产量同比由41.2%大幅回落至-15.6%，光缆产量同比跌幅由-13.6%扩大
至-22.3%；仅微电子计算机产量同比由-27.9%回升改善至-18.9%。（1月数据未出）

2.2 通信|设备制造商：景气回落，仅微电子计算机改善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2022年12月通信设备制造商景气回落，仅微电子计算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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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行业综合价格指数大部分下跌。截至3月20日，光伏行业综合价格指数为55.41，较3月6日的55.84下跌0.77%；其中，
组件、电池片、硅片、多晶硅价格指数相较3月6日环比分别为-0.46%、0.00%、1.74%、-4.25%，仅硅片价格指数上涨。

➢ 锂离子蓄电池出口同比大幅提升。2月锂离子蓄电池当月出口为46.11亿美元，较1月的56.48亿美元环比下降，出口同比为
103%，较1月的69.8%大幅上涨，景气提升。

2.3 电气设备|光伏：指数多数走弱；储能：同比大幅上涨，景气提升

光伏行业价格指数多数走弱，仅硅片上涨

资料来源： ：Wind，SOLARZOOM，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指数点 资料来源：Wind，海关总署，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万美元，%

锂离子蓄电池出口同比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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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速大幅转正至60.9%，电池装机量2月同比60.4%，同比增速均大幅改善。

• 根据乘联会数据，2月新能源车当月销量为43.9万辆，同比、环比均大幅上涨，其中同比增速由1月的-6.4%大幅转正至
60.9%。

• 2月动力电池总装车量为21935.2兆瓦时，同比增速60.4%，较1月的同比-0.3%大幅上涨，主要受到春节错位因素的影响。若
将1-2月总装车量进行比较，两月合计量同比为27.5%，景气上行。

2.3 电气设备|锂电：同比增速大幅上涨，景气上行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兆瓦时、%

2月新能源车电池装车量同比大涨至60.4%2月新能源汽车月销量同比大幅转正至60.9%

资料来源：Wind，乘联会，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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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票房累计同比回升。截至3月24日，2023年全国电影票房累计同比为10.2%，较3月7日的6.4%回升。

➢ 1月国内游戏电玩配件销售额同比大幅回落，景气下行。1月国内游戏销售额5.77亿（包括电玩、配件、游戏、攻略），同
比涨幅由2022年12月的51.9%回落至2023年1月的6.16%，景气下行。

2.4 传媒|电影：同比小幅回升；游戏： 1月销售额同比大幅回落

电影票房同比增速小幅回升

资料来源：Wind，国家电影资金办，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Wind，数据威，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万元、%

1月国内游戏电玩配件销售同比大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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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视频APP的2022年12月MAU环比普遍改善。2022年12月，抖音、快手、西瓜、抖音火山版MAU环比分别变化为2.32%、
4.18%、5.62%和2.13%。（1月数据未出）

➢ 综合视频APP，2022年 12月呈现两级分化，爱奇艺、哔哩哔哩MAU环比大增，腾讯、优酷回落。2022年12月，爱奇艺、腾
讯视频、哔哩哔哩、优酷视频MAU环比分别为9.16%、-4.46%、8.20%、-0.92%。（1月数据未出）

2.4 传媒|短视频、综合视频：短视频MAU环比普遍改善，综合视频分化

2022年12月短视频MAU环比普遍改善

资料来源：Trustdata，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Trustdata，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万人、%

2022年12月综合视频MAU环比表现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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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油现货价格大幅下跌，景气下行；秦皇岛港动力煤Q5500平仓价下跌。

• 原油方面，3月24日现货价为73.44美元/桶，较3月10日82.43美元/桶大幅下跌，跌幅为10.91%。

• 煤炭方面，秦皇岛港动力煤Q5500平仓价由3月10日的1133.0元/吨下跌至3月24日的1095.0元/吨，跌幅为3.35%。

3.1 采掘|原油、煤炭：价格双双下跌，景气下行

原油价格大幅下跌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美元/桶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吨，点

秦皇岛港动力煤Q5500平仓价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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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白银价格均上涨，白银涨幅较大。

• 上交所黄金价格3月24日为439.66元/克，较3月10日的417.73元/克上涨5.25%；白银3月24日价格为5213元/千克，较
3月10日的4759元/千克上涨9.54%。

3.2 有色|贵金属：黄金、白银上涨，景气上行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克，元/千克

黄金、白银价格均上涨，景气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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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黄金现货价 上交所白银现货价、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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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上涨、锡反弹，铝、吨铝利润回升。

• 铜价微涨、锡价上涨。铜价由3月10日的69060元/吨小幅上涨至3月24日的69300元/吨，涨幅0.35%；锡价由3月10日的
187000元/吨反弹至3月24日的196500元/吨，涨幅为5.08%。

• 铝价、吨铝利润回升。铝价由3月10日的18230元/吨上涨至3月24日的18320元/吨，涨幅0.49%；同期电解铝吨铝利润由3月
10日的2477.34元/吨上涨至3月24日的2567.34元/吨，涨幅为3.63%。

3.2 有色| 基本金属：铜上涨、锡反弹，铝、吨铝利润回升

铜微涨、锡价大幅反弹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吨

铝价、吨铝利润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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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钴、镍、锂价格均下跌，景气下行。

• 截至3月24日，钴价为307000元/吨，较3月10日的318000元/吨下跌3.46%；同期镍价由186300元/吨下跌至183350元/吨，跌
幅1.58%；锂价从251万元/吨下行至232.5万元/吨，跌幅7.37%。

3.2 有色| 小金属：钴、镍、锂价格均下跌，景气下行

钴、镍价格下跌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万元/吨

锂价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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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有色市场钴均价、左 长江有色市场镍均价、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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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下旬铁矿石价格震荡下行。

• 铁矿石价格指数由3月10日的989.77元/吨震荡下跌至3月24日的941.99元/吨，跌幅4.83%，开启阶段性下行。

3.3 钢铁|铁矿石：价格震荡下跌，景气下行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吨

3月下旬铁矿石价格震荡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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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钢、钢坯价格下跌，产能利用率继续上行。

➢ 3月24日螺纹钢价格为4265元/吨，较3月10日的4387元/吨下跌2.78%；同期钢坯价格同样震荡下行，由4030元/吨下跌至
3860元/吨，跌幅为4.22% 。

➢ 钢铁产能利用率上升，唐山钢厂产能利用率3月24日为76.55%，较2月10日的74.15 %继续上升。

3.3 钢铁|螺纹钢：价格下跌，产能利用率继续上行

螺纹钢、钢坯价格下跌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钢厂产能利用率为74.15%，继续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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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华北、西北地区外，全国其他地区水泥价格均上涨。3月10日至3月24日，全国、长江、东北、华北、华东、西北、西南、
中南分别变化为0.04%、1.22%、0.48%、-0.60%、0.07%、-1.86%、0.58%、0.55%，除华北、西北地区外，全国其他地区水
泥价格均上涨。

➢ 玻璃价格弱势。浮法玻璃价格由2月28日的1745.6元/吨微跌至3月10日的1738.4元/吨，跌幅为0.41%

3.4 建材|水泥：延续反弹；玻璃：价格走弱

水泥价格延续反弹

资料来源：Wind，中国水泥网，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指数点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吨

玻璃价格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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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下旬减水剂价格持平。

• 国内环氧乙烷现货价3月24日为7200元/吨，持平于3月10日价格。

3.4 建材|减水剂：价格持平，景气维持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吨

3月下旬减水剂价格持平，景气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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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品指数震荡下跌。

• 化工CCPI指数震荡回升，由3月10日的4918点下跌至3月24日的4791点，跌幅2.64%。

3.5 化工|整体：化工品价格指数震荡下跌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指数点

化工品指数震荡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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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MDI、聚合MDI价格均回落。截至3月26日，华东地区纯MDI价格为18750元/吨，较3月10日的20150元/吨下跌6.95%；同
期华东聚合MDI价格则由16250元/吨下跌至15600元/吨，跌幅4.00%。

➢ PTA价格反弹、开工率上涨。3月24日PTA现货价格为6040元/吨，较3月10日的5870元/吨上涨2.90%。同时，PTA开工率3
月23日为78.54%，较3月10日的69.65%上涨。

3.5 化工|MDI ：价格均回落；PTA：价格反弹、开工率上涨

MDI价格均回落

资料来源：天天化工网，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吨、%

PTA价格反弹，开工率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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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钛白粉现货价格延续回升；尿素价格微涨。

• 钛白粉价格延续回升。3月24日国内钛白粉价格为15500元/吨，较3月10日价格15400元/吨上涨0.65%。

• 尿素价格微涨。截至目前，小颗粒尿素市场价由2月28日的2701.7元/吨微幅上涨至3月10日的2710.1元/吨，涨幅为0.31%。

3.5 化工|钛白粉：延续回升；尿素：价格微涨

钛白粉价格延续回升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吨

尿素价格微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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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下旬乙烯、丙烯价格回落，其中丙烯跌幅更大。

• 截至3月23日，乙烯价格为971美元/吨，较3月10日的981美元/吨下跌，跌幅1.02%。

• 丙烯价格由3月10日价格936美元/吨下跌至3月23日的901美元/吨，跌幅3.74%。

3.5 化工|乙烯、丙烯：价格均回落，景气下行

3月下旬乙烯价格下跌

资料来源：金联创，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美元/吨 资料来源：金联创，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美元/吨

3月下旬丙烯价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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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机械景气改善，2月挖机开工小时数同比大幅上涨。

• 截止2月，挖机销量当月同比-12.4%，较1月的-33.1%跌幅收窄。

• 受春节假期提前影响，2月挖掘机开工小时数为76.4小时，较1月的42.5小时环比大幅上涨，同比涨至96.33%。

3.6 机械|工程机械：2月挖掘机开工小时数同比大幅上涨

2月挖机销量同比-12.4%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台，%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小时/月，%

2月挖机开工小时数同比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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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自动设备12月表现整体景气回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速继续下行，金属切割机床产量同比跌幅小幅收窄。

• 2022年12月工业机器人产量40457台/套，同比增速由2022年11月的0.30%继续回落至2022年12月的-9.50%，景气下行。

• 2022年12月金属切削机床同比降幅有所收窄，降幅由2022年11月的-13.2%收窄至2022年12月的-11.7%。（1月数据未出）

3.6 机械|通用自动设备：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走弱，景气下行

2022年12月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速为-9.5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台/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万台，%

2022年12月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同比增速-11.7%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0

1

2

3

4

5

6

7

20
20

-1
0

20
20

-1
2

20
21

-0
2

20
21

-0
4

20
21

-0
6

20
21

-0
8

20
21

-1
0

20
21

-1
2

20
22

-0
2

20
22

-0
4

20
22

-0
6

20
22

-0
8

20
22

-1
0

20
22

-1
2

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左 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同比、右

-20

0

20

40

60

80

10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50,000

20
20

-1
0

20
20

-1
2

20
21

-0
2

20
21

-0
4

20
21

-0
6

20
21

-0
8

20
21

-1
0

20
21

-1
2

20
22

-0
2

20
22

-0
4

20
22

-0
6

20
22

-0
8

20
22

-1
0

20
22

-1
2

工业机器人产量、左 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右



45

➢ 机场航空，2022年12月同比跌幅收窄至-30.9%。2022年12月民航客运量1871.4万人，环比较2022年11月的1257.1万人明显增
加，同比跌幅则由11月的-41.6%收窄至12月的-30.9%，景气回升。（1月数据未出）据民航局数据，2023年2月民航正班客
座率由1月的73.5%上升至2月的77.6%。

➢ 2月快递业务同比大幅转正。2月快递业务收入849.7亿元，同比由1月的-16.3%大幅转正至2月的29.3%。

3.7 交运|机场航空：2月民航客座率延续回升；快递：2月同比大幅转正

2022年12月民航客运量同比跌幅收窄至-30.9%

资料来源：Wind，中国民用航空局，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亿人，% 资料来源：Wind，国家邮政局，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亿元，%

2月规模以上快递业务收入同比大幅回正至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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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上海出口集装箱指数SCFI运价指数微幅反弹。SCFI综合指数由3月10日的906.55点微涨至3月24日的908.35点，涨幅为
0.2%，仍维持弱势。

➢ 3月内贸集装箱指数上涨。截至目前，TDI指数由3月10日的1569点回升至3月17日的1575点，涨幅为0.38%。

3.7 交运|航运港口：出口指数微幅反弹

3月出口集装箱指数微幅反弹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指数点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指数点

3月内贸集装箱运价指数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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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用电量同比上涨。

• 2月全社会用电同比增速则由1月-4.8%大幅回正至11.0%。

3.8 公用事业|电力：用电量同比大幅回正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2月用电量同比大幅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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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方面，2022年12月水电改善，火电、核电回落。（1-2月数据未出）

➢ 火电方面，火电2022年12月发电量同比增速为1.3%，较2022年11月的1.4%微幅回落。

➢ 清洁能源方面，2022年12月水电发电量同比3.6%，较2022年11月的同比-14.2%明显改善；同期核电发电量同比增速由11.1%
回落至6.6%。

3.8 公用事业|电力：水电改善，火电、核电回落

2022年12月水电同比3.6%、火电同比1.3%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资料来源： 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2022年12月核电发电同比增速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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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气，3月下旬LNG价格大幅下跌。

➢ 中国LNG出厂价指数由3月10日的5594元/吨回落至3月24日的4919元/吨，跌幅为12.07%，景气下行。

3.8 公用事业|燃气：大幅下跌，景气下行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吨

中国LNG出厂价指数大幅下跌，景气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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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国房景气指数微幅上涨。2月国房景气指数94.67点，较1月的94.45点微幅上涨。

➢ 2月百城房均价减去商品房楼面均价同比回落。百城均价减百城土地楼面均价同比涨幅由1月的2.15%回落至2月的-0.43%，
景气下行。

4.1 地产|地产：百城房均价减去商品房楼面均价同比继续回落

2月国房景气指数微幅上涨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指数点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平方米，%

2月百城房均价减去商品房楼面均价同比继续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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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端看，春节假期错位影响消除后，3月地产商品房成交面积月同比依然好转；2023年2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明
显收窄。

• 截至3月24日，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同比为40.05%，较3月8日的24.16%上涨，随着春节错位影响逐渐消除，3月商品
房面积月同比增速仍然明显好转。

• 商品房销售面积，2023年2月同比为-3.63%，较2022年12月的-31.53%降幅收窄。

4.1 地产|销售：3月份30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月同比继续好转

消除春节错位影响后，3月商品房成交面积仍继续好转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2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降幅大幅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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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月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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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百城住宅价格同比跌幅继续走阔，一、三线城市价格指数回落，二线城市价格回升。

• 2月百城住宅价格指数同比-0.06%，较1月的-0.03%同比增幅继续下滑。

• 分城市看，2月的一、二、三线城市的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为-0.13%、0.23%和-0.69%，其中一、三线城市价格指数继续回落，
二线城市回升。

4.1 地产|价格：百城住宅价格同比继续下降

2月百城住宅价格指数同比增速继续下滑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2月一线城市价格指数回落，二、三线微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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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卖地同比增速明显上涨，土地溢价率上升。

• 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规划面积同比由1月的-6.24%上升至2月的20.01%。

• 2月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溢价率4.19%，较1月的3.14%回升。

4.1 地产|卖地：卖地同比增速明显上涨，土地溢价率回升

2月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规划面积同比上升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万平方千米，%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2月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溢价率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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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规划面积 当月同比、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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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企业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均小幅回升。

➢ 2月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11.6%，较1月同比增速11.3%继续改善回升。

➢ 2月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为12.0%，较1月11.20%增速出现跳升；2月短期贷款余额增速同比10.88%，较1月8.84%增速
出现明显改善。

4.2  银行|2月贷款余额同比回升，企业中长贷、短贷增速均明显改善

2月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11.6%

资料来源：Wind，中国人民银行，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中国人民银行，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2月中长期贷款、短期贷款余额月同比继续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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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上市险企保费同比跌幅收窄，五大险企保费收入分化。

• 1月上市险企当月保费收入达5487.2亿元，较2022年12月的1606.05亿元环比大幅回升，当月同比增速为-1.73%，较12月同比
的-6.07%跌幅收窄。

• 此外，五大险企1月保费收入变化为：平安同比变化-6.2%，太平洋同比变化10.4%，新华同比变化0.2%，中国人保同比变
化6.4%，中国人寿同比变化0.1%。

➢ 3月长端利率短期回落。截至2023年3月24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8926%，3月整体震荡。

4.3 非银|保险：险企保费同比跌幅收窄，长端利率震荡

10年期国债收益率震荡

资料来源：Wind，中国货币网，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资料来源：Wind，中国保监会，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万元，%

上市险企保费同比跌幅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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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下旬A股两市成交额逐步上涨，交投情绪回暖。

• 截至3月24日， A股日均成交额为9083.68亿元，较3月10日8638.06亿元明显增加。

• 3月下旬A股成交额同比跌幅收窄，3月24日的日均成交量同比为-12.77%，较3月10日的-16.53%跌幅收窄。

4.3 非银|券商：成交额逐步上涨，市场交投情绪回暖

3月下旬A股成交额每月日均同比跌幅收窄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单位：亿元

A股两市成交额短期边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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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策略 感谢关注！

风险提示：所选指标不能完全表征该行业的景气情况；对指标指向意义的认识和解读与行业真实景气情况有出入；景气上行不代
表股价对应上涨；景气反应较现实情况不同程度的滞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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