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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我们主要采用投入产出表（2020）测算上游价格变化对下游行业价格的影响，我们

发现石油行业的价格变动影响的范围最广，除了石油部门本身外，上游、中游、下

游均有行业受到超过 9%的价格变动影响。价格传导的顺畅程度说明了受到影响的

这些行业对于上游行业价格变动的敏感性较强，在上游价格变动 50%的时候，部

分中游行业的价格变动也超过了 30%，中下游行业变动基本与各商品产业链的中

下游分布一致。有些行业会同时受到多个上游行业价格拉动的影响，不同的行业价

格也会交叉产生影响。 

 上游成本下行影响更大的是直接受益于原材料价格下行的行业，这样的行业对成

本的敏感程度较高。从各二级行业的上游产业链出发，我们发现煤炭下游的成本敏

感度最高，电力行业有望呈现量升价稳的盈利小幅增长态势。以原油和农产品为主

要成本的行业来看，国际粮价、饲料的成本仍然较高，目前影响更大的因素是国内

猪周期带来的猪肉和替代品禽类的价格上行，养殖业有望在自身景气周期影响下

迎来利润拐点。在油价三季度依然维持在高位的情况下，原油产业链下游的包装、

塑料行业的成本改善暂时未见曙光，行业仍然需要忍受一段时间的利润压缩。以黑

色系和有色金属为主要上游原材料的环保、电机、家电行业，在上游商品价格下行

的过程中，同时受益于国内经济复苏对于上游商品需求的拉动，自下而上的需求端

传导让行业有望迎来成本端的下降和需求的双升，盈利可能出现较为明显的改善。 

 当前时点与去年末的上游商品价格表现形态类似，近期原油、农产品、工业金属等

大宗商品价格有所波动，上游价格见顶的预期发酵后，下游行业以成本降低盈利提

升的预期逻辑开始演绎，但如果需求的格局仍然未发生改变，提价的实际表现可能

会像去年四季度的部分行业盈利“以高价换低量”，在交易情绪被证伪后，板块回

归下行，仅有行业龙头能够实现顺利传导价格和份额的提升；如果成本由上游价格

下行带动开始下行，对下游行业来讲，中间成本仍然高居不下，弱势的终端需求导

致传导受阻，也会造成下游板块交易预期过满，在后续交易中存在被证伪的可能

性，因此需要辨别板块是否真的存在实际上的盈利改善，短期情绪上行后市场仍然

会选择回归基本面。 

 在本周资金面出现边际紧缩的变化后，市场开始了反弹后的调整，进入 7 月，市场

的主要逻辑需要关注预期的兑现情况，业绩预告和 6 月金融数据的公布都将确认

前期驱动市场上行的预期逻辑是否成立，尽管我们不认为当前对于银行间资金面

的调整会导致股市的资金快速流出，但是在本次两个月左右的反弹中并未出现明

显回调，突然紧缩的预期会影响市场的情绪变化，短期市场可能进入震荡博弈状

态，也需要警惕部分行业在本次市场上行过程中积累的估值风险。海外因素可能不

会在短期内出现明显的变化，在海外衰退的明显迹象出现前，国内因素仍将主导市

场暂时与海外“脱钩”。经济基本面仍然支持整体流动性宽裕，在居民资产负债表

暂未完全修复之前进入紧缩的路径本次也正在被纠偏，参考去年四季度 PPI 拐点

下行时期的中下游提价潮，需求端弱化的情况下，板块毛利率整体提升的逻辑并不

牢固，但若疫情影响导致的需求端抑制短期缓解、地产链拐点初现、经济复苏能够

得到更多数据的确认，那么消费行业相对前期上涨过多的成长行业仍然具有更高

的性价比。 

 风险提示：疫情影响再度升级；全球通胀危机；海外衰退超预期；经济复苏强度不

及预期；政策推出程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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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宗价格波动与股票市场逻辑演变》里，我们阐述了供给侧和需求侧定

价的不同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走势和成因。我们认为，尽管近期供给侧预期变化

和全球衰退风险加强的预期导致供给仍然偏紧的商品价格出现暂时性的调整，但

在供给端的约束在短期内无法放开、供需缺口仍未有效缓解的情况下，供给端定

价的产品仍然可能维持高位震荡，下游成本可能短期内无法下降；而需求端定价

的部分商品价格已经见顶，我们需要关注上游覆盖面较广的行业，其下游不同行

业的需求变化能否承接上游价格向下的变化。我们看到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可

能会带来国内中下游企业成本端下行的转机，从而导致行业实现盈利回升，因此

本次我们主要从供需角度、价格角度和毛利率角度来探讨价格传导的机制和中下

游行业盈利上行的可能性。 

1. 供需角度观察中下游行业传导的顺畅程度 

1.1. 农产品 

国内的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农产品进口金额大于出口金额，但主粮基本自

给自足，谷物和水果的进口依赖度均较低。同时，中国粮食通过实施最低收购价

和进出口配额制度和积累大量库存来减小粮价波动。中国农产品进口的主要类别

包括玉米、豆粕等，一般用于饲料加工，海外农产品的价格变化可能会小幅影响

养殖行业成本，但整体波动不大。更重要的渠道反而可能是原油链条下游的化工

品涨价导致化肥价格上涨驱动国内粮价成本上行。 

根据我们在《大宗价格波动与股票市场逻辑演变》中对农产品价格的判断，

农产品供给端仍然缺乏弹性，对于国内主要依靠进口的部分品种来说，成本端的

问题暂时难以得到缓解，因此养殖业饲料成本提升导致毛利率在粮价提升的过程

中受到挤压，但同时养殖业也受到猪周期的影响，猪价已见拐点，需求拉动的价

格回升与成本提升相比，可能末端价格更占优，因此，养殖业近期的利润传导链

条更多跟随猪价拐点上行而上行，成本端的提升会挤压一部分利润，但无法改变

行业价格周期拐点的到来。以进口产品为主要成本的、需求端相对刚性或者较为

低迷的行业可能仍然将维持一段时间成本高企的状态。 

图 1：部分农产品和食品出口占比  图 2：部分农产品的进口依赖度 

 

 

 
资料来源：联合国农粮组织，德邦研究所，2016 年-2018 年均值 

 
资料来源：联合国农粮组织，德邦研究所，进口依赖度表示国内食品供应量中

进口食品所占比例，蓝色数值表示该国为净出口国，食品类别按照粮农组织食

物平衡表分类，最新数据为 2017 年 



                                                                            宏观专题 
 

 
 

                                                       5 / 1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图 3：全球主要地区农产品出口情况  图 4：除玉米外粮价涨幅基本未跟随国际粮价变化（%） 

 

 

 

资料来源：wind，联合国农粮组织，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图 5：农产品链条传导 

 

资料来源：德邦研究所绘制 

1.2. 原油 

国内原油价格基本跟随海外油价，自 2017 年以来，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

大的原油进口国。2022 年 5 月，中国约有 60%的原油进口来自 OPEC 内的国家，

从俄罗斯进口的占比也在上升。油价上升的成本继续向国内传导，由于原油行业

的应用涉及到的下游需求相当分散，从需求端来看，不管是偏向企业端的投资、

还是偏向居民端的消费，各方面都涉及到原油中间品或者产成品的使用，因此，

在海外油价大幅上行的过程中，国内成品油价、需求端较紧的生活必需品价格持

续上涨，中游材料、器械、交通运输的成本上升带动下游应用较为广泛、需求较为

刚性的塑料、金属材料、电子化学品、电机、物流等行业能维持价格传导出现盈利

增速上行，但同样面临上游成本上行的部分建材、家具、服装以及航空业等，则因

为需求本身受到了地产下滑、消费场景限制的影响，无法顺利传导涨价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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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大宗价格波动与股票市场逻辑演变》中探讨过全球原油三季度供给

端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油价可能在三季度仍然能维持高位。下半年国内的修复

节奏和海外需求逐渐下滑的趋势或也将呈现反向，投资端显示基建的托底已经有

一定成效；另一个较为关键的预期是国内发布的第九版防疫政策细化了具体的防

控措施，人员流动和城际出行的预期会带来线下需求的边际改善，前期受影响最

大的社会服务、交运、零售等行业的基本面或许会逐渐迎来底部改善，但居民资

产负债表的修复迟迟不见成效，存款和贷款的增速同时下降也显示了居民的需求

预期难以出现明显改善、对未来收入增长存在担忧的现状。疫情的冲击导致了以

线下为主的经营模式的行业遭受了不可逆转的损失，本次自线下出发的需求拐点

回升的幅度可能仍然弱于前几轮经济受创时恢复的程度，行业修复在低基数下可

能会见到一轮较为明显的回升，但长期恢复的斜率可能不宜高估。 

图 6：中国从全球各地区进口原油数量占比  图 7：全球主要国家石油需求量（百万桶/天）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OPEC，德邦研究所 

 

图 8： 原油行业全产业链条 

 

资料来源：德邦研究所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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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煤炭与黑色金属 

和其他大宗商品相比，国内煤炭行业相对具有自主定价权，国内产煤和耗煤

基本能实现供需平衡。中国主要依赖国内煤炭生产，进口煤炭作为一定补充。2017

年的供给收缩和 2021 年“双控”带来的产能的压降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产能，

导致煤炭价格上行。2021 年 10 月保供稳价政策出台后，煤炭产量逐渐提升，国

内煤价也开始回落，基本与去年调控后的煤价维持在同等水平。 

国内的煤炭需求来看，发电需求占 50%以上，石化占 14%，钢铁占 7%，建

材和化工占 6%，有色和煤炭下游占 4%。用电量跟工业生产相关性较高，4 月 PMI

拐点回升之后，工业用电量降幅持续收窄，在疫情稳定后，发电耗煤需求将随着

夏天用电高峰、线下活动展开带动下游行业需求增长而逐渐增长，煤炭下游的钢

铁、建材需求复苏也随着地产销售拐点出现而见到需求上行。与线下需求修复相

类似，本轮地产恢复更多基于托底思维，去年下半年的低基数可能会让增速看起

来较为乐观，但实际上的恢复程度相比之前的增速预计会有大程度的减弱，需求

端的恢复幅度仍然是“弱复苏”。基建相对来说产业链更为健康，需求也相对较为

旺盛，可以较为顺畅地承接上游价格的传导。 

图 9：煤炭使用主要用于发电  图 10：PMI 和用电量都在 4 月出现拐点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图 11：煤炭和黑色金属产业链条 

 

资料来源：德邦研究所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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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色金属：以铜为代表 

从全球铜矿资源分布的情况来看，铜矿资源分布相对集中。中国作为用铜大

国，铜资源相对短缺，铜大部分依靠进口，国内铜价参考海外定价。精炼铜为下游

产业链提供了铜原材料，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因此，铜的价格反映了全球各行

业生产所需材料的变化，铜价下行也主要是由于受到了全球经济下行预期的影响。 

国内铜作为原材料，在电力、建筑、家电、交通运输、和电子领域应用相对较

为广泛，尤其是以铜电线电缆生产企业成本构成中，铜原料占总成本的比例较高，

下游产业承担着较重的成本压力。下游终端产品更贴近消费品，市场竞争格局较

为清晰，难以通过提价来转移成本压力。需求侧走弱导致的上游价格下行意味着

中下游的需求更弱，因此无法实现完全的价格传导，只能被迫牺牲中下游的利润。

其他有色金属也面临类似的处境，下游行业的议价能力和竞争格局决定了上游行

业的价格是否能顺利传导。尽管国内对铜的需求占到全球的 50%以上，但下游主

要的电力、建筑、家电行业的复苏仍然需要看到需求端的明显反转，否则也难以

抵挡全球经济衰退的预期。 

图 12：铜消费量占全球比（2022 年 3 月）  图 13：世界主要铜产量占比（2021 年）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图 14：铜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资料来源：德邦研究所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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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价格角度观察上游行业的影响范围和程度 

我们主要采用投入产出表（2020）测算上游价格变化对下游行业价格的影响，

根据直接消耗系数的价格计算公式，我们测算了在其他价格条件不变下的单部门

对不同行业的价格影响。由于国内主要影响行业变化的大宗商品集中在农产品、

原油、煤炭、黑色和有色金属等上游行业中，我们主要用石油、煤炭、黑色金属、

有色金属和农产品五类与大宗商品最直接相关的上游部门价格变动来近似替代大

宗商品价格变动对其他部门价格的影响。我们发现石油行业的价格变动影响的范

围最广，在行业价格变动 50%的情况下，有 11 个行业的变化幅度超过 1%，除了

石油部门本身外，上游、中游、下游均有行业受到超过 9%的价格变动影响，尤其

是下游服务业受到的影响幅度更大；煤炭部门的价格波动的影响更偏上游和中游

行业，主要是公用事业和钢铁受到的影响较大，化工、建材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

响；黑色和有色的影响也集中于中上游，但这两个部门的价格变化都对下游汽车

行业产生了一定影响，黑色较大程度地影响到了房地产行业，有色部门一定程度

上影响到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以及电子行业；农产品相对影响范围较小，更加集

中于下游行业。 

价格传导的顺畅程度说明了受到影响的这些行业对于上游行业价格变动的敏

感性较强，在上游价格变动 50%的时候，部分中游行业的价格变动也超过了 30%，

中下游行业变动基本与第一部分中产业链的中下游分布一致。有些行业会同时受

到多个上游行业价格拉动的影响，比如房地产、机械、建材、建筑、汽车等，不同

的行业价格也会交叉产生影响。 

表 1：上游部门价格变动对主要行业的价格拉动 

农产品 石油 煤炭 黑色 有色 

农林牧渔 18.04% 石油石化 38.81% 公用事业 41.77% 钢铁 49.64% 有色 50.88% 

食品饮料 8.60% 煤炭 11.19% 钢铁 29.58% 房地产 36.82% 机械 10.58% 

社会服务 3.43% 社会服务 9.10% 煤炭 11.52% 建筑 17.97% 
电力设备

与新能源 
5.49% 

纺织服装 2.67% 交运 8.70% 化工 3.47% 机械 16.55% 汽车 4.04% 

房地产 2.09% 公用事业 5.84% 建材 2.78% 汽车 2.16% 电子 3.49% 

医药 1.81% 建筑 5.82% 有色 1.70% 有色 0.81% 房地产 2.68% 

轻工 0.58% 化工 5.66% 房地产 0.75% 建材 0.62% 钢铁 2.46% 

化工 0.22% 房地产 3.94% 建筑 0.45% 
电力设备

与新能源 
0.57% 化工 0.97% 

环保 0.19% 有色 2.02% 轻工 0.38% 煤炭 0.44% 轻工 0.49% 

煤炭 0.11% 银行 1.09% 机械 0.38% 石油石化 0.15% 建筑 0.31% 

建筑 0.09% 商贸 1.05% 社会服务 0.38% 电子 0.14% 家电 0.30% 

传媒 0.09% 钢铁 0.89% 纺织服装 0.21% 化工 0.11% 建材 0.20% 

计算机 0.03% 机械 0.85% 传媒 0.21% 轻工 0.11% 通信 0.14% 

通信 0.03% 建材 0.80% 医药 0.19% 计算机 0.09% 计算机 0.08% 

公用事业 0.02% 农林牧渔 0.77% 农林牧渔 0.18% 家电 0.08% 石油石化 0.05% 

机械 0.01% 传媒 0.64% 食品饮料 0.14% 通信 0.05% 社会服务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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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运 0.00% 汽车 0.22% 石油石化 0.10% 社会服务 0.05% 医药 0.04% 

石油石化 0.00% 非银金融 0.16% 商贸 0.02% 公用事业 0.05% 传媒 0.02% 

有色 0.00% 纺织服装 0.11% 
电力设备与

新能源 
0.02% 医药 0.03% 公用事业 0.02% 

银行 0.00% 医药 0.10% 汽车 0.01% 农林牧渔 0.02% 纺织服装 0.02% 

商贸 0.00% 
电力设备与

新能源 
0.07% 银行 0.01% 纺织服装 0.02% 环保 0.01% 

钢铁 0.00% 通信 0.06% 环保 0.01% 交运 0.01% 商贸 0.01% 

建材 0.00% 轻工 0.06% 交运 0.01% 食品饮料 0.01% 食品饮料 0.00% 

汽车 0.00% 计算机 0.05% 计算机 0.00% 传媒 0.00% 煤炭 0.00% 

非银金融 0.00% 电子 0.04% 通信 0.00% 环保 0.00% 农林牧渔 0.00% 

电力设备与

新能源 
0.00% 食品饮料 0.04% 家电 0.00% 商贸 0.00% 交运 0.00% 

电子 0.00% 环保 0.03% 电子 0.00% 非银金融 0.00% 银行 0.00% 

家电 0.00% 家电 0.01% 非银金融 0.00% 银行 0.00% 非银金融 0.00% 

资料来源：投入产出表（2020），德邦研究所测算，基于上游行业价格变化 50%带来的各行业价格变动幅度，各行业系数按总产出权重合并 

3. 毛利率角度观察成本敏感程度 

细分行业的盈利除了价格变化和需求变化外，实际上最关键取决于毛利率的

变化。在第二部分中我们讨论过，部分下游行业需求旺盛、景气上行的情况下，产

品提价能够顺利传导，部分行业“以高价换低量”，仍然会影响最终的盈利。本次

上游成本下行影响更大的是直接受益于原材料价格下行的行业，这样的行业对成

本的敏感程度较高。我们用 PPIRM 同比近似替代原材料价格的同比变化计算板

块毛利率与原材料同比的相关系数，如果高度负相关，那么行业的成本敏感程度

较高。 

根据计算结果，我们发现相关系数较高的行业集中于环保公用、设备制造、

食品饮料和农林牧渔中偏下游的行业，与我们之前在价格拉动和需求拉动中观察

到的结果较为一致，下游行业受到成本冲击较为严重，并且下游行业的竞争格局

较为激烈的时候，行业盈利很容易受到挤压。从各二级行业的上游产业链出发，

我们发现煤炭下游的成本敏感度最高，目前来看，国内煤炭的价格趋于稳定，成

本端可能不会出现更大的变化，目前各大电厂的库存也在上升，说明供给仍然活

跃，夏季用电高峰将至，电力需求可能会有所增长，在成本端稳定、需求回升的状

态下，电力行业有望呈现量升价稳的盈利小幅增长态势。以原油和农产品为主要

成本的行业来看，国际粮价、饲料的成本仍然较高，对进口型的饲料加工行业可

能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对以国内主粮为成本的食品加工行业影响相对较小，

目前影响更大的因素是国内猪周期带来的猪肉和替代品禽类的价格上行，养殖业

有望在自身景气周期影响下迎来利润拐点，在油价三季度依然维持在高位的情况

下，原油产业链下游的包装、塑料行业的成本改善暂时未见曙光，塑料产量持续

下行，PPI 金属包装容器制造分项也在持续下行，可能在油价下行前，行业仍然需

要忍受一段时间的利润压缩。以黑色系和有色金属为主要上游原材料的环保、电

机、家电行业，在上游商品价格下行的过程中，同时受益于国内经济复苏对于上

游商品需求的拉动，自下而上的需求端传导让行业有望迎来成本端的下降和需求

的双升，盈利可能出现较为明显的改善。 



                                                                            宏观专题 
 

 
 

                                                       11 / 1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表 2：毛利率与原材料同比负相关的行业 

申万二级行业 相关系数 所属一级行业 包含子板块 上游主要影响因素 

电力 -0.66 公用事业 
火电、水电、光伏、风

电、核电等 
煤炭 

环保设备Ⅱ -0.54 环保 环保设备 有色金属、黑色金属 

电机Ⅱ -0.53 电力设备 电机 有色金属、黑色金属 

饮料乳品 -0.51 食品饮料 乳制品、软饮料 农产品、原油 

白色家电 -0.51 家电 空调、冰洗等 有色金属 

包装印刷 -0.45 轻工 印刷、塑料包装、纸包装 原油 

塑料 -0.43 化工 
合成树脂、膜材料、改性

塑料等 
原油 

食品加工 -0.43 食品饮料 
肉制品、预制菜、保健品

等 
农产品、原油 

养殖业 -0.42 农林牧渔 生猪养殖、肉鸡养殖等 农产品、原油 

饲料 -0.40 农林牧渔 
畜禽饲料、水产饲料、宠

物食品 
农产品、原油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2001 年以来的板块毛利率增速和 PPIRM 季度数据拟合 

 

图 15：塑料、包装行业需求走弱  图 16：猪肉价格拐点回升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4. 中下游盈利变化对市场交易逻辑的影响 

当前时点与去年末的上游商品价格表现形态类似，近期原油、农产品、工业

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有所波动，上游价格见顶的预期发酵后，下游行业以成本降

低盈利提升的预期逻辑开始演绎，但如果需求的格局仍然未发生改变，提价的实

际表现可能会像去年四季度的部分行业盈利“以高价换低量”，在交易情绪被证伪

后，板块回归下行，仅有行业龙头能够实现顺利传导价格和份额的提升；如果成

本由上游价格下行带动开始下行，对下游行业来讲，中间成本仍然高居不下，弱

势的终端需求导致传导受阻，也会造成下游板块交易预期过满，在后续交易中存

在被证伪的可能性，因此需要辨别板块是否真的存在实际上的盈利改善，短期情

绪上行后市场仍然会选择回归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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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周资金面出现边际紧缩的变化后，市场开始了反弹后的调整，进入 7 月，

市场的主要逻辑需要关注预期的兑现情况，业绩预告和 6 月金融数据的公布都将

确认前期驱动市场上行的预期逻辑是否成立，尽管我们不认为当前对于银行间资

金面的调整会导致股市的资金快速流出，但是在本次两个月左右的反弹中并未出

现明显回调，突然紧缩的预期会影响市场的情绪变化，短期市场可能进入震荡博

弈状态，也需要警惕部分行业在本次市场上行过程中积累的估值风险。海外因素

可能不会在短期内出现明显的变化，在衰退的明显迹象出现前，国内因素仍将主

导市场暂时与海外“脱钩”。经济基本面仍然支持整体流动性宽裕，在居民资产负

债表暂未完全修复之前进入紧缩的路径本次也正在被纠偏，参考去年四季度 PPI

拐点下行时期的中下游提价潮，需求端弱化的情况下，板块毛利率整体提升的逻

辑并不牢固，但若疫情影响导致的需求端抑制短期缓解、地产链拐点初现、经济

复苏能够得到更多数据的确认，那么消费行业相对前期上涨过多的成长行业仍然

具有更高的性价比。 

5. 风险提示 

疫情影响再度升级；全球通胀危机；海外衰退超预期；经济复苏强度不及预

期；政策推出程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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