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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月官方制造业 PMI 50.1%，前值 47.0%，预期 50.0%；1月官方非制造
业 PMI 54.4%，前值 41.6%。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BCI)为 49.7%，前值 45.2%。 

 制造业：重返荣枯线上，需求好于供给、内需强于外需 
(1) 疫情快速达峰退坡、春节后加快返工，1 月制造业景气度改善，需求改善好
于供给、内需强于外需。生产方面，高频数据显示疫情“第一次冲击”对工业生
产的冲击逐步消退，但受春节假日因素影响，供给改善力度稍低于需求。“PMI
新订单-PMI进口”剪刀差走扩指向内需较快改善且内需优先创造国内订单。 
(2) 出口方面，2023 上半年出口量跌价稳、下半年量稳价跌，预计 1 月出口为
-9.6%。海外需求回落已体现为出口“量”的萎缩，但价格水平仍较坚挺。2023
年出口压力趋增，节奏可能为“上半年出口量跌价稳、下半年量稳价跌”，有待
进一步稳内需、扩内需。11 月以来沿海多个省市组团包机抢订单，此外中央层
面稳外贸政策将持续发力。我们预计 1月出口增速为-9.6%。 
(3) 产成品整体去库，原材料指数上行，PPI 同比降幅缩窄。预计 1 月 PPI 环比
可能在 0.3%左右，同比在-0.2%左右。PMI出厂价格与原材料购进价格的负缺口
走扩，指向制造业利润在总量上仍承压、且利润传导受阻。 
(4) 各类型企业 PMI全线修复。大型企业改善最快，1 月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
（BCI）连续 3个月回升，销售、利润、用工前瞻、融资指数改善幅度较大，小
微企业经营生产或将重返荣枯线。 

 非制造业：春节消费推升服务业 PMI，重大项目提前发力改善建筑业新订单 
(1) 服务业：春节消费全面改善、关注服务消费弹性。服务业需求和预期双双走
强。分行业来看，前期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
迅速改善。相对于社零主要反映商品消费，我们跟踪的百度地图消费指数更多反
映服务消费，同时也是 2023 年弹性最大的分项之一。春节期间（除夕至初五），
全国消费指数环比改善 31.1%，为 2022 年 11 月中旬的 164%。其中，一线、二
线、三四线分别达到 2022 年 11 月中旬的 119%、150%、211%。分场景来看，
旅游>商场>餐饮>观影>免税，且全面超过 2022年。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
票数据显示，2023年春节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 10%和 13.5%，2023
年更应关注服务消费。 
(2) 建筑业：1月新订单快速改善，1-2月基建增速仍可期。近期多个省市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推升 PMI新订单指数大幅回升了 8.6个百分点至 57.4%。其中河南、
陕西、福建分别新开工 1271、795、280个，总投资额 15650、5646、3948亿元。
向后看，基建仍为稳增长重要抓手，2023年 1-2月基建增速仍可期。 

 服务消费“M”型修复的线索 
在春节消费全方位超越 2022年、部分恢复至疫前水平之际，我们提示消费结构
可能发生变化，这一点值得探究和思考。比如，数据表明春节旅游人均消费水
平下降，部分地区服务消费呈现“M”型修复。(1)2023 年春节旅游收入、旅游
人次恢复至 2019 年的 73%、89%，代表高端消费的海南离岛免税人均购物金额
2021、2022、2023年分别为 1.08、1.03、0.99万元，指向人均消费水平趋于下行。
(2)我们比较了春节期间三亚各等级酒店价格涨幅，曲线从 2019年的线性递增变
为 2022、2023年的 U型（两头高、中间低），五星级和低星级涨幅较大，或指
向中端出现了一定的消费降级。 
消费“量”的快速修复体现了“新十条”放松管控、疫情达峰以来居民消费和出
行意愿的好转，但“质”相对不足则有待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回升和消费政策加码。
1 月 28 日国常会提出“推动消费加快恢复成为经济主拉动力”，向后看需密切
关注消费增量举措，可能有消费相关政策讨论、出台。 

 风险提示：政策变化超预期；疫情演变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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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月官方制造业 PMI 50.1%，前值 47.0%，预期 50.0%；1月官方非制造

业 PMI 54.4%，前值 41.6%。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BCI)为 49.7%，前值 45.2%。 

1、 制造业：重返荣枯线上，需求好于供给、内需强于外需 

(1)疫情快速达峰退坡、春节后加快返工，1 月制造业景气度改善，需求改善好

于供给、内需强于外需。1月制造业 PMI为 50.1%、较前值改善了 3.1个百分点，自

2022 年 10 月以来重返荣枯线上；供给端看，PMI 生产为 49.8%、较前值改善了 5.2

个百分点；需求端看，PMI新订单、PMI新出口订单、PMI进口分别改善了 7.0、1.9、

3.0 个百分点至 50.9%、46.1%、46.7%，“PMI 新订单-PMI 进口”剪刀差衡量国内

订单水平，1月该指标迅速走扩，指向内需较快改善且内需优先创造国内订单。供需

均改善，但受春节假日因素影响，供给改善力度稍低于需求。 

图1：省、城市分别于 12月 25日、12月 29日完全达峰  图2：93%省市、84%城市退坡至 2022年 1-2月水平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开源证券研究所；注：达峰进度为连续变

量，计算为当日百度指数/达峰日百度指数，达峰后标记为 1。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开源证券研究所；注：退坡比例为 01变量，

疫情完全退坡标记为 0，此前标记为 1。 

 

图3：1月制造业 PMI分项普遍改善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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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面，高频数据显示疫情“第一次冲击”对工业生产的冲击逐步消退。具

体来看，1月 PTA开工率为 74.7%、快速收复疫情“失地”（2022年 10、11、12月

分别为 73.4%、70.2%、62.1%）；截至 1月 19日，汽车全钢胎和半钢胎开工率回落

至 17.6%、23.8%，与往年春节同期相比高于 2022年、低于 2021年；我们跟踪的煤

炭库存、螺纹钢周均产量、水泥价格等指标尚未更新至春节后，无法反映供给修复

情况。 

图4：春节后 PTA开工率快速改善  图5：春节期间汽车轮胎开工率介于 2021、2022之间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出口方面，2023上半年出口量跌价稳、下半年量稳价跌，预计 1月出口为-9.6%。

高频数据方面，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CCFI)同比下跌 67.0%，连续 7 个月下行。

在《否极泰来——兼评 12月 PMI数据》中我们基于出口数量指数和出口价格指数预

测出口同比：出口同比=出口价值指数/人民币同比-100%=出口价格指数*出口数量指

数/人民币同比 3M均值-100%。12月出口同比为-9.9%、预测值为-14%，差异在于我

们高估了出口价格指数的下行幅度。海外需求回落已体现为出口“量”的萎缩，但

价格水平仍较坚挺。2023 年出口压力趋增，节奏可能是“上半年出口量跌价稳、下

半年量稳价跌”，需要进一步稳内需、扩内需。11 月以来沿海为主的多个省市组团

包机抢订单，此外中央层面稳外贸政策将持续发力、确保经济平稳运行。我们预计 1

月出口增速为-9.6%。 

图6：预计 1月出口增速-9.6%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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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材料和产成品仍去库、原材料指数上行，PPI 同比降幅收窄。1 月 PMI 原

材料库存、产成品库存分别为 49.6%、47.2%，均低于荣枯线，指向企业原材料和产

成品仍在去库。1月 PMI原材料购进价格、出厂价格分别为 52.6%、48.7%，较前值

分别变动了 0.6、-0.3个百分点。高频数据显示，截至 1月 13日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环

比回落 0.45%，1月南华工业品指数环比回升 2.1%，综合来看，1月原油、铜、螺纹

钢等大宗商品环比涨价，我们预计 1月 PPI环比可能在 0.3%左右，同比为-0.2%左右。

此外，PMI 出厂价格减去 PMI 原材料购进价格为-3.5%（前值-2.6%），负缺口走扩

指向制造业利润承压。 

(3)各类型企业全线修复。1 月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PMI 分别回升了

4.0、2.2、2.5个百分点至 52.3%、48.6%、48.2%，大型企业改善最快。1月中国企业

经营状况指数（BCI）为 49.7%、连续 3个月回升，销售、利润、用工前瞻、融资指

数改善幅度较大，分别回升了 9.6、7.0、4.6、3.6个百分点，小微企业经营生产或将

重返荣枯线。 

 

2、 非制造业：春节消费超预期推升服务业 PMI，重大项目提

前发力改善建筑业新订单 

(1)服务业：春节消费全面改善、关注服务消费弹性。1 月非制造业 PMI 商务活

动指数较前值大幅改善了 12.8 个百分点至 54.4%，其中服务业 PMI 升至 54.0%。表

征需求的 PMI 服务业新订单指数为 51.7%，表征预期的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64.3%、高于该指标 60%的“实际荣枯线”1，春节假日消费全面改善推动服务业需

求和预期双双走强。分行业来看，21个行业中有 15个位于扩张区间，前期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高于上月 24.0个百分点以上。 

相对于社零主要反映商品消费，我们跟踪的百度地图消费指数更多反映服务消

费，同时也是 2023年弹性最大的分项之一。春节期间（除夕至初五），全国消费指

数环比改善 31.1%，为 2022年 11月中旬的 164%。其中，一线、二线、三四线分别

环比改善 17.5%、22.3%、47.5%，达到 2022 年 11 月中旬的 119%、150%、211%，

返乡大迁徙与春节旅游对应了消费活动的城际迁移。 

 

 

 

 

 

 

 

                                                           
1 详见《警惕短期疫后消费弱修复——兼评 11月 PMI数据》。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自 2012年以来仅有一次低于 50%（2020年 2

月），2022年疫情期间最低为 53.0%，历年均值为 59.5%，且统计局在解读该指标时常常会提到“60.0%高景气区间”，因此我们将

该指标的“实际荣枯线”界定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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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春节消费改善至 2022年 11 月的 164%  图8：消费活动随春运进行城际迁移 

 

 

 

数据来源：百度地图、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百度地图、开源证券研究所 

 

春节消费分场景来看，旅游>商场>餐饮>观影>免税，且全面超过 2022 年（详

见《寻找消费超预期——春节海内外要闻》）。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

2023年春节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同比增长 10%、13.5%，2023 年更应关注服务消费。 

图9：2023年春节消费场景修复均超 2022年 

 

数据来源：Wind、文化和旅游部、百度慧眼、中国烹饪协会、久谦、海口海关、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10：春节消费超预期推升服务业景气向好  图11：建筑业新订单快速改善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0

200

400

600

800

100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022-11-15 2022-12-21 2023-01-26

消费指数:全国 消费指数:北京市

场景 细项 口径 春节为 春节为

旅游

商场

餐 海底捞

饮 喜茶

观影

免税

2023 2019 100% 2022 100%

( )

( )

收入 亿元

收入 亿元 中国烹饪协会

( ) 3758.43 73% 130%

( ) 3.08 89% 123%

(2500+ ) 49363.49 170%

(2000+ ) 36019.92 128%

( ) 102% 125%

( ) 10.25 118%

( ) 0.96 122%

( ) 67.62 116% 112%

( ) 1.28 98% 112%

( ) 15.6 106%

( ) 15.7 110%

文化和旅游部

人次 亿人 文化和旅游部

客流量 旅游景点 百度慧眼

客流量 商场 百度慧眼

收入 亿元 久谦

收入 亿元 久谦

收入 亿元 猫眼电影

人次 亿人 猫眼电影

收入 亿元 海口海关

人次 万人 海口海关

餐饮

35

40

45

50

55

60

2021-01 2021-07 2022-01 2022-07 2023-01

非制造业PMI:服务业%

非制造业PMI:服务业:新订单%

45

50

55

60

65

2021-01 2021-07 2022-01 2022-07 2023-01

非制造业PMI:建筑业%

非制造业PMI:建筑业:新订单%



宏观经济点评 

请务必参阅正文后面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7 / 10 

 

(2)建筑业：1 月新订单快速改善，1-2 月基建增速仍可期。1 月建筑业 PMI 为

56.4%，而新订单指数大幅回升了 8.6 个百分点至 57.4%，指向近期多个省市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其中河南、陕西、福建分别新开工 1271、795、280个，总投资额 15650、

5646、3948亿元。 

我们在《否极泰来——兼评 12月 PMI数据》指出“12 月基建景气度边际下行，

预计全年基建增速约为 11.5%”，2022年实际增速为 11.52%、较前值小幅回落。向

后看，基建仍为稳增长重要抓手、扮演“稳定器”的角色，2023 年 1-2 月基建增速

仍可期。 

 

图12：水泥开工下滑但好于 2022年春节  图13：挖机销量回落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14：石油沥青开工见底回升  图15：重交沥青先于建筑沥青回升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开源证券研究所 

 

3、 服务消费“M”型修复的线索 

在春节消费全方位超越 2022年、部分恢复至疫前水平之际，我们提示消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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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发生变化，这一点值得探究和思考。比如，数据表明春节旅游人均消费水平下

降，部分地区服务消费呈现“M”型修复。 

(1)2023年春节旅游收入、旅游人次恢复至 2019年的 73%、89%，指向人均消

费水平趋于下行。其中海南尤为明显，2023年春节旅游收入、旅游人次为 2019年的

65%、110%，代表高端消费的春节离岛免税人均购物金额连年下滑，2021、2022、

2023年分别为 1.08、1.03、0.99万元。 

(2)春节期间三亚各等级酒店价格涨幅呈现“U”型特征，即中端出现消费降级。

我们比较了春节期间三亚各等级酒店价格涨幅（相对于 12 月第 1周），曲线从 2019

年的线性递增变为 2022、2023 年的 U 型（两头高、中间低），五星级和低星级涨幅

较大，或指向中端出现了一定的消费降级。 

消费“量”的快速修复体现了“新十条”放松管控、疫情达峰以来居民消费和

出行意愿的好转，但“质”相对不足则有待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回升和消费政策加码。

1 月 28 日国常会提出“推动消费加快恢复成为经济主拉动力”，观影超预期改善表

明消费场景修复需要供给和需求的同步提高。向后看，需密切关注消费增量举措，

可能有消费相关政策讨论、出台。 

 

图16：三亚酒店春节涨价曲线异化 

 

数据来源：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开源证券研究所 

 

4、 风险提示 

政策变化超预期；疫情演变超预期。 

 

   

0%

100%

200%

300%

400%

2019 2022 2023

三亚酒店价格:春节相对12月涨幅

三星级以下 三星级 四星级 五星级



宏观经济点评 

请务必参阅正文后面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9 / 10 

特别声明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已于2017年7月1日起

正式实施。根据上述规定，开源证券评定此研报的风险等级为R3（中风险），因此通过公共平台推送的研报其适用

的投资者类别仅限定为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若您并非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

能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请取消阅读，请勿收藏、接收或使用本研报中的任何信息。 

因此受限于访问权限的设置，若给您造成不便，烦请见谅！感谢您给予的理解与配合。 

分析师承诺  
负责准备本报告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关于任何发行商或证券所发

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和准确

性、客户的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保证他们报酬的

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证券评级 

买入（Buy） 预计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增持（outperform） 预计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中性（Neutral） 预计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减持（underperform） 预计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下。 

行业评级 

看好（overweight） 预计行业超越整体市场表现； 

中性（Neutral） 预计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underperform） 预计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备注：评级标准为以报告日后的 6~12个月内，证券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表现，其中 A 股基准指数为沪

深 300指数、港股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新三板基准指数为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

对做市转让标的）、美股基准指数为标普 500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

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重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

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应阅读整篇报告，以获取比

较完整的观点与信息，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模型

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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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证券经营机构，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仅供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客户（以下简称“客户”）使用。本公司

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本报告是发送给开源证券客户的，属于商业秘密材料，只有开源证券客户

才能参考或使用，如接收人并非开源证券客户，请及时退回并删除。 

本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信息，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

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邀请或向人做出邀

请。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

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客户应当

考虑到本公司可能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不应视本报告为做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本报告中所

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

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

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

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若本报告的接收人非本公司的

客户，应在基于本报告做出任何投资决定或就本报告要求任何解释前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本报告可能附带其它网站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对于可能涉及的开源证券网站以外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开源证券不对

其内容负责。本报告提供这些地址或超级链接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客户使用方便，链接网站的内容不构成本报告的任

何部分，客户需自行承担浏览这些网站的费用或风险。 

开源证券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参与、投资或持有本报告涉及的证券或进行证券交易，或向本报告涉及的公司提供

或争取提供包括投资银行业务在内的服务或业务支持。开源证券可能与本报告涉及的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并无

需事先或在获得业务关系后通知客户。 

本报告的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除非另有书面显示，否则本报告中的所有材料的版权

均属本公司。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

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

标记均为本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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