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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大盘表现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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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6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8 月份经济数据，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加 4.2%；社零同比增加 5.4%；固投累计同比增加

5.8%：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减少 7.4%；狭义基建投资累计同比

8.3%；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加 10%。经济逐步回暖，但是

出现了内外需的切换。 

 

投资要点 

▌亮点：经济边际回暖，基建韧性，制造强劲 

8 月份经济数据整体呈现出一定的回暖，社零同比增速回升
至了 5.4%，主要是汽车和服务消费的拉动。基建依然保持了
较高的增速，后续仍会对经济形成支撑。制造业表现亮眼，
单月同比 10.59%。失业率进一步下行至 5.3%。 
 
▌隐忧：出口回落，地产偏弱，消费分化 

8 月经济数据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社零虽然回暖，但低基
数较为明显，且必需强于可选；出口大幅回落，量价逻辑出
现转变。地产仅有竣工端修复明显，仍在探底过程中。 

▌内外需切换正当时，促内需仍需发力 

8 月经济数据的一大重要变化是出口回落，下一步重点是做
好内外需增长动力的切换，内需成为主要发力点。稳经济需
要基建、地产、消费的共同配合，稳增长预期强化，也为阶
段性价值占优提供了支撑。 

 

▌ 风险提示 

海外衰退加速到来，地缘政治冲突再起，能源危机再次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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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9 月 16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8 月份经济数据，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 4.2%；社零同比增

加 5.4%；固投累计同比增加 5.8%：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减少 7.4%；狭义基建投资累计同比

8.3%；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加 10%。经济逐步回暖，但是出现了内外需的切换。 

评论： 

8 月经济边际回暖，从主要的分项来看，消费在汽车和服务的拉动下进一步修复。生产

条件有所改善，制造业投资和产值均有所提升，汽车和高温下的电力行业是主要贡献项。

但是地产仅仅是竣工方面出现了一定的回暖，整体仍弱。而出口增速则是快速回落。之后

国内经济的主题将是内外需的切换，经济复苏节奏取决于消费修复和地产企稳的进度。 

1、 出口增速回落，量价逻辑减弱 

出口出现了增速的下滑，且量价逻辑进一步减弱。8 月份出口金额 3149 亿美元，较去

年同期增长 7.1%，1-8 月累计出口金额 2.38 万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3.5%。从主要出

口国来看，三大贸易伙伴仅有东盟仍维持在较高的增速，维持了 5 月份以来的高光表现，8

月份同比增速 25.1%。而欧盟在能源危机的压制下对出口的贡献开始逐渐减弱，单月出口额

同比增速从上月的 20%至 9.9%，对美出口也出现了年内的首次负增长，8 月份同比减少

3.8%。  

从主要的出口品来看，大部分商品延续量跌价涨的逻辑，但是出现了量跌的加速和价

涨的放缓。从数量来看，大部分的出口品继续延续数量下行的趋势，且量跌加速。8 月份 

12 种主要重点出口商品中，仅有成品油、手机以及汽车三项出口数量环比增长。陶瓷、铝

材、家用电器以及液晶显示模组四类商品则是出现了数量环比增速的转负，显示出量跌逻

辑的加速。从价格的因素来看，12 种商品中依然有 9 种商品保持了价格正增长，但是箱包、

鞋靴、汽车以及液晶显示模组这四类商品价格同比增速下行，价涨的逻辑减弱得到印证。 

根据我们已发报告《从量价结构拆解出口韧性》，我们认为在外需回落和 PPI 下行的

影响下，出口量跌价涨的逻辑会演变为量价齐跌，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预计在 7%左右，全

年维持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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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主要出口贸易伙伴增速下行（%）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究 

 

图表 2：量跌价涨逻辑出现了减弱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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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务汽车支撑，社融增速回暖 

社零在同期低基数和短期影响渐散的推动下，8 月社零同比增速 5.4%，较 7 月增加 2.7

个百分点。具体来看，汽车消费再次承担起消费的大梁，8 月汽车零售金额 3975 亿元，同

比增加 15.9%，是主要的商品消费拉动项。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同比增速出现了较大的恢复，

当月同比增速 4.3%，较上月上行了 2.4 个百分点，主要是餐饮相关消费的修复，同比增速

自今年 3 月份以来再次回到正增长区间，同比增速 8.4%。两项合并共贡献了超过 50%的社

零增长。 

必选继续强于可选，可选消费的增速进一步下行：金银珠宝，化妆品和家用电器等在 8

月同比增速均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行，仅有服装类消费增速较 7 月份有所回暖。地产相关

的消费则是出现了增速进一步的下行，家具 8 月份同比减少 8.1%，较 7 月多减 1.8 个百分

点，建筑及装潢材料同比减少 9.1%，较 7 月多减 1.3 个百分点。从 PMI 和社融数据中也能

看出，居民的消费信心依然有待提升，仍需政策继续发力来激发内需的活力，从而减轻外

需回落对经济的冲击。 

 

图表 3：必需消费优于可选消费（%）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究 

 

3、 资金接续开工发力，基建支撑还在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 8 月回升至了 6.5%的位置，主要是基建和制造业投资的发力，8

月基建投资单月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 14.2%的位置，较 7 月上行 5.1 个百分点。9 月 7 日国

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着力以消费和投资拉需求、促进社会投资、以投资带消费。从开工

方面，近期水泥沥青的开工率和价格均有所回升，水泥价格已经基本回到了近年的平均水

平，挖掘机销量也开始出现销量的同比正增长，基建开工继续发力。从资金的角度来说当

前虽然专项债已经发放完毕，但是在专项债限额和开放性金融工具的支持下，后续资金仍

足，基建支撑将贯穿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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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基建制造强地产弱的格局持续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究 

 

4、 高温带动电力投资，汽车贡献突出 

制造业投资也来到了 10.6%的位置，其中高新技术制造业 1-8 月累计增速来到 23%的位

置，较上月略有所上行。从产值的角度来说，8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4.2%，较上月上行

了 0.4 个百分点，主要是高温天气带来的电力相关行业的增加：8 月电力、热力、燃气以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了 15.3%，是 2022 年以来的最高值，同比增速较上月上行了 4.9%。

汽车制造业的增加值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当月同比增加 30.5%，是主要的贡献项。汽车的支

撑主要是外需和内需的共同作用，从内需的角度来看，四季度往往是国内汽车销售的高峰

期，依然会有所支撑；从外需的角度来看，当前海外需求普遍回落仍会给汽车出口造成一

定的压力。但是从量的角度来说，国内是汽车销售的主要市场：8 月国内汽车销售 238 万辆，

出口 30.8 万辆，因此即便下半年外需回落影响汽车出口，但在内需的支持下汽车行业仍会

继续给制造业的投资和生产形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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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高温天气下，发电行业增长明显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究 

 

 

5、 地产修复仍弱，仍需政策助力 

地产投资速度则是继续下滑，当月同比减少 13.8%。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说，房地产市场

在保交楼工作的推动下，已经出现了竣工端的好转，8 月房地产竣工面积同比仅减少了

2.49%，较上月-36%的增速有比较明显的修复。但销售端和开工端则是依然没有见到明显的

修复：8 月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减少 22.58%，较上月修复了 6.3 个百分点；开工面积同比

减少了 45.66%，同比增速与上月基本持平。 

往后来看，房地产市场依然是决定今年经济能否企稳的重要因素。8 月份的国常会连续

两次提出允许地方城市通过“一城一策”的方式来支持刚需和改善住房需求。但与此同时，

苏州和青岛在近期出现了限购政策的“一日游”，政策不确定性犹存。青岛和苏州先后公

布了限购政策的放松：苏州取消对外地人的首套房购房限制，青岛不再限制二手房交易。

但随后两地均删除了相关信息，我们认为这更多的是政策细节还需打磨，并不是代表各地

对于房地产市场放松的结束，后续来看伴随着各地保交楼工作的运行和地方购房政策的进

一步放松，房地产市场有望在四季度出现企稳的信号，进一步助力经济回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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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8 月份竣工出现了明显的改善，但总体仍弱（当月同比%）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究 

 

6、 就业有所改善，青年失业仍高 

失业率则是继续改善，8 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 5.3%，已经连续四个月下滑。青年群体

失业率也出现自 2021 年 10 月以来的首次下行，但依然处在比较高的位置，8 月录得 18.3%。

往后来看，毕业季对于就业的冲击已经有所减弱，但仍需继续进行宽信用保主体工作来改

善市场主体的经营状况，从根本上提升雇工需求，改善就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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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失业率双双下行，但青年失业仍处高位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究 

 

7、 内外需切换正当时，促内需仍需发力 

在世界局势动荡，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的影响下，全球进入“比烂”逻辑。我们认为

下半年两条逻辑是有比较强的确定性，一是海外需求的回落，二是国内需求的修复。8 月份

的经济数据表明当前内外需的切换已经开始，出口增速出现回落而社零出现了一定的修复。

9 月份美联储预计加息 75BP，11 月份加息预期也抬升至 75BP，加息顶点上升至 4.75%。后

续来看，在强加息的预期下，外需的回落得到确认。外需回落主要影响制造业，尤其是消

费属性更强的制造业，像是纺织，家用电器，消费电子等等相关行业，均在 8 月的出口数

据中显示出了下降的趋势。 

下一步重点是做好内外需增长动力的切换，内需成为主要发力点。当前内需的支撑主

要是汽车，后续稳经济需要基建、地产、消费的共同配合：一是在下半年基建开工加速的

支撑下，相关的水泥沥青钢材等上游行业的需求逐步回暖。二是当前社零消费中比较薄弱

的可选消费在经济条件转好的情况下得到一定的修复，进而缓解出口回落给制造业带来的

压力。三是地产企稳，对应地产后周期的家具、装修等相关消费拖累减弱。 

整体来看，下半年内需确定性比较高的是基建（有资金）和汽车（有销量），可以期

盼的是房地产（政策推进）和可选消费（疫情好转）。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稳增长预期强

化，也为阶段性价值占优提供了支撑。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产业链确定性比较强，短期调整

不改中期强势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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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8 月经济数据一览（%）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究 

 

 

8、 风险提示 

海外衰退加速到来，地缘政治冲突再起，能源危机再次恶化。 

 

较上月变化 2022年8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7月

PMI ▲ 49.40 49.00 - — —

社融 ▼ 10.50 10.70 —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4.20 3.80 3.60 3.50

  采矿业 ▼ 5.30 8.10 8.70 9.30

  制造业 ▲ 3.10 2.70 2.70 2.70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13.60 9.50 6.00 4.80

出口金额 ▼ 11.80 23.90 14.20 14.70

进口金额 ▼ 4.60 7.40 5.20 5.30

固定资产投资 —   5.80 5.70

  基础设施投资（广义） ▲ 15.40 11.48 10.37 9.58

  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 ▲ 14.18 9.10 8.30 7.40

  制造业投资 ▲ 10.59 7.55 10.00 9.90

     高技术制造业 — — — 23.00 22.90

     高技术服务业 — — — 14.20 14.30

  房地产开发投资 ▼ -13.81 -12.33 -7.40 -6.40

     百城成交土地面积 ▼ 19.96 20.18 -13.57 -17.32

     房屋新开工面积 ▼ -45.66 -45.39 -37.20 -36.10

     房屋施工面积 ▼ -47.80 -44.27 -4.50 -3.70

     房屋竣工面积 ▲ -2.49 -36.02 -21.10 -23.30

     商品房销售面积 ▲ -22.58 -28.88 -23.00 -23.10

社会零售品规模 ▲ 5.40 2.70 0.50 -0.20

  商品零售 ▲ 5.10 3.20 1.10 0.50

  餐饮收入 ▲ 8.40 -1.50 -5.00 -6.80

CPI ▼ 2.50 2.70 1.90 1.80

PPI ▼ 2.30 4.20 6.60 7.20

PPI-CPI剪刀差 ▼ -0.20 1.50 4.70 5.40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 5.30 5.40 4.30 5.30

当月 累计

资料来源：wind资讯，华鑫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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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策略组介绍 
 
谭倩：11年研究经验，研究所所长、首席分析师。 

杨芹芹：经济学硕士，7 年宏观策略研究经验。曾任如是金融研究院研究总

监、民生证券研究员，兼任 CCTV 新闻和财经频道、中央国际广播电台等特约评

论，多次受邀为财政部等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提供研究咨询，参与多项重大委

托课题研究。2021 年 11 月加盟华鑫证券研究所，研究内容涵盖海内外经济形

势研判、政策解读与大类资产配置(宏观)、产业政策与行业配置(中观)、全球

资金流动追踪与市场风格判断(微观)，全方位挖掘市场机会。 

朱珠：会计学士、商科硕士，拥有实业经验，wind 第八届金牌分析师，2021

年 11月加盟华鑫证券研究所。 

李刘魁：金融学硕士，2021年 11月加盟华鑫研究所。 

周灏：金融学硕士，2022 年 7 月加盟华鑫研究所，两年券商研究经验，从事

中观比较与主题投资研究。 

张帆：金融学硕士，2022年 7月加盟华鑫研究所。 
 
 

▌ 证券分析师承诺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

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

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

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 证券投资评级说明 

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 预测个股相对同期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 

1 买入 > 20% 

2 增持 10% — 20% 

3 中性 -10% — 10% 

4 卖出 < -10% 

行业投资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 行业指数相对同期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 

1 推荐 > 10% 

2 中性 -10% — 10% 

3 回避 < -10% 

以报告日后的 12 个月内，预测个股或行业指数相对于相关证券市场主要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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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涨跌幅为标准。 

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说明：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

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转让标的）为基

准；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美国市场以道琼斯指数为基准。 

 

▌ 免责条款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鑫证券”）具有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由华鑫证券制作，仅供华鑫证券的客户使用。本公

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华鑫证券研究部门及相关研究人员力求准

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

客观、公正，但报告中的信息与所表达的观点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

价的依据，该等信息、意见并未考虑到获取本报告人员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

状况以及特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投资者应当对

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结合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

况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就财务、法律、商业、税收等方面咨询专业顾问的意

见。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华鑫证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公司或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所提到的公司所发行

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

问或者金融产品等服务。本公司在知晓范围内依法合规地履行披露。 

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只反映报告初次发布时的判断，可能会随时调

整。该等意见、评估及预测无需通知即可随时更改。在不同时期，华鑫证券可

能会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华鑫证券没有将

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本报告版权仅为华鑫证券所有，未经华鑫证券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

以任何形式刊载、翻版、复制、发布、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若华鑫

证券以外的机构向其客户发放本报告，则由该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华

鑫证券对此等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同时不构成华鑫证券向发送本报告

的机构之客户提供的投资建议。如未经华鑫证券授权，私自转载或者转发本报

告，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转载或转发者承担。华鑫证券将保留

随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请投资者慎重使用未经授权刊载或者转发的华鑫

证券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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