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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观点： 
 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3 年 6 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 

 1、中国经济仍呈“制造业收缩 vs服务业扩张”的组合，但其缺口有弥合的

迹象。一方面，制造业生产低位企稳，6 月中国制造业 PMI为 49，仍处收缩

区间，但较上月微升 0.2 个百分点，生产和新订单指数同步恢复。另一方面，

非制造业扩张动能放缓。5 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2%，较上月回落

1.3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持平于 49.5，延续收缩状态。中国经济结构上呈

现三个特征：制造业以中游装备制造业景气最佳，原材料行业是主要拖累；

服务业以数字经济、交运物流及金融表现较好，房地产服务继续收缩；建筑

业以基建土木工程需求为主要带动，房屋建筑拖累加大。 

 2、制造业需求支撑不强，生产恢复偏弱，价格和投资依然低迷。1）内需支

撑不强，外需拖累持续。6 月新订单指数自低位略有回升，在手订单指数降

至历史中位数以下，新出口订单指数的定基同比进一步下降。2）制造业企业

加速“去库存”。6月 PMI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连续第四个月回落，

企业家信心有待进一步提振。6 月 PMI产成品库存指数加速下行，生产仅小

幅回升，表明企业“主动”加速去库存。 3）价格继续探底。主要原材料购

进价格指数自低位略有上行，据此预测 6 月 PPI环比跌幅可能收窄至-0.6%，

但其同比增速或从上月的-4.6%进一步下降至-5.1%，工业品出厂价格或将

“触底”。4）不同规模企业景气分化加剧。制造业大中型企业的 PMI上行，

但小型企业 PMI在收缩区间进一步走低，其生产、新订单、新出口订单、在

手订单、采购量、生产经营活动预期同步走弱。 

 3、建筑业和服务业生产扩张速度放缓，就业吸纳有所减弱。1）6月建筑业

产需进一步放缓，企业预期也有下行。2）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走弱，但新订

单及预期指数较上月略有回升，需求和信心有边际好转迹象。3）“稳就业”

压力显现。三大行业从业人员指数均降至收缩区间，尤其是服务业和建筑业

从业人员指数环比下行超 1 个百分点，或对农民工就业形势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6 月中国经济增长动能不强：建筑业受地产拖累较大，服务业复苏斜

率放缓，制造业产需回温程度有限。同时，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从业人

员指数同步下行，稳就业总体性压力依然存在，结构上青年人群是“后进先

出”的脆弱群体，临近毕业季更不容乐观。6 月以来，国内稳增长政策有所

加码，央行降息、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免政策出台、基建项目开工也有加速迹

象，助力经济增长的动能“止跌”。然而，当前已出台的政策仍以托底为主，

较难将经济推升至潜在增速水平附近，尚未促成市场主体信心的明显恢复。

往后看，宏观政策还有必要进一步加码。财政政策最可能的增量在于加快地

方专项债的发行和使用进度、推出新一批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以及配合

产业政策的财政贴息工具；货币政策还将继续推动降成本，二次降准可以期

待，年内存在再次降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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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6月中国综合 PMI产出指数保持在景气区间，但较上月下降 0.6个百分点，表明中国经济的恢复

性增长呈斜率放缓迹象。从复苏结构看，中国经济仍呈现“制造业收缩 vs 服务业扩张”的组合，但制造业生产低位企稳，

非制造业扩张动能放缓，二者缺口有弥合的迹象。 

图表1 6月中国制造业生产指数微升至扩张区间 图表2 6月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下行 

  

资料来源: Wind, 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Wind, 平安证券研究所 

 

一、 弱需求制约制造业生产恢复 

制造业外需进一步回落，内需复苏的支撑并不强劲，企业信心依然不足，因而生产恢复力度较弱，“去库存”还在继续。这

体现在以下分项指标上： 

 新订单指数所体现的需求支撑并不强劲。6 月制造业新订单指数虽有小幅回升，但仅处 2012 年以来 6.4%分位水平，

且在手订单指数降至历史中位数以下。同时，新出口订单指数进一步下降，经定基调整后，其同比水平较上月进一步走

低。结合 6月美国、欧元区制造业 PMI在收缩区间进一步下行的数据，6月外需对制造业的拖累可能持续。 

 制造业企业加速“去库存”。6 月 PMI 产成品库存指数较快下行，单月降幅为 2012 年 8 月以来的次高（仅低于 2020

年 10月）；原材料库存指数亦有所下行，6月降至 2012年以来19%分位水平。将生产和库存指标结合来看，6月制造

业生产回升幅度仅 0.2个百分点，而产成品库存下行 2.8个百分点，二者的分化态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制造业企业希

望降至“低安全库存”，对未来需求的看法仍偏谨慎。6月 PMI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连续第四个月回落，降至

2013年以来 18%分位水平，亦指向企业家信心有待进一步提振。 

 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自低位略有上行。从其与 PPI环比之间的相关性推断，我们预测 6月 PPI环比跌幅可能收窄

至-0.6%，对应 PPI同比从上月-4.6%进一步下降至-5.1%，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增速或将“触底”。 

 制造业小型企业生产经营继续承压，与大中型企业的景气度分化加大。6 月大中型企业的 PMI 均有回升，但小型企业

PMI在收缩区间进一步走低，小型企业的生产、新订单、新出口订单、在手订单、采购量、生产经营活动预期等分项同

步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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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 6月新出口订单指数同比指向外需下行压力加大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4 6月制造业在手订单指数继续下行 图表5 6月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转弱 

  

资料来源: Wind, 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Wind, 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6 6月制造业产成品库存加速下降 图表7 6月制造业原材料价格指数有所回升 

  

资料来源: Wind, 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Wind, 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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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制造业复苏放缓拖累就业 

6月非制造业生产扩张速度放缓，就业吸纳能力有所减弱。 

 建筑业产需进一步放缓，企业预期也有下行。6月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新订单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同步回落，分

别处 2012年以来的 8%、6.5%和12.6%分位。 

 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走弱，但新订单和预期指数企稳。6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进一步下行，至 2012年以来的 40%分

位。不过，服务业的新订单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较上月略有回升，服务业需求和企业家信心出现边际企稳迹象。 

 “稳就业”压力有所加大。6月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指数均降至收缩区间。尤其是，服务业和建筑业从

业人员指数分别较上月下滑 1.6 和 1.3 个百分点，二者皆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大户”。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解读，6月

批发、居民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低于临界点，疫情后领先复苏的接触性服务业复苏势头有所放缓，可能对前期表现

较好的农民工就业形势产生不利影响。 

图表8 6月建筑业商务活动和新订单指数均放缓 

 

图表9 6月服务业新订单和预期指数企稳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10 6月三大行业从业人员指数同步下行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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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结构特征 

根据国家统计局解读，6月中国经济运行的结构性特征如下： 

 从复苏结构看，中国经济仍呈“制造业收缩 vs服务业扩张”的组合，但其缺口有弥合的迹象。一方面，制造业生产低

位企稳，6月中国制造业PMI为 49，仍处收缩区间，但较上月微升 0.2个百分点，生产和新订单指数同步恢复。另一

方面，非制造业扩张动能放缓。5 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2%，较上月回落 1.3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持平于

49.5，延续收缩状态。 

 制造业以中游装备制造业景气最佳，原材料行业是主要拖累。一则，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6月 PMI分别为 50.9%

和 51.2%，均处扩张区间，且连续两个月回升。尤其是，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械器材、计算机通信电

子设备等 4 个行业生产及新订单指数均位于扩张区间，产需释放较快。不过，前五个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的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五成，在其生产边际企稳后，向盈利和投资的传导仍需时日。二则，消费品行业 6 月 PMI

为 50.7%，扩张速度略有放缓，居民商品需求恢复力度不强。三则，高耗能行业仍是主要拖累，6月 PMI为 46.6%，

处荣枯线以下的偏低位置；但其 PMI相比于上月有所提升，对制造业总体的拖累边际减弱。 

 服务业以数字经济、交运物流及金融表现较好，房地产服务继续收缩。分行业看，航空运输、邮政快递、电信广播电视

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60.0%及以上高位景气区间；房地产行业，以批发、居

民服务为代表的部分接触性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低于临界点。从市场预期看，铁路运输、航空运输、餐饮、电信广播电

视及卫星传输服务等行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高于 67.0%，行业发展预期继续向好。 

 建筑业以基建土木工程需求为主要带动，房屋建筑拖累加大。建筑业包含房屋建筑和土木工程建筑业两个主要行业，

其中土木工程建筑业的需求主要源于基建投资。据国家统计局解读，6月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

别为 64.3%和 53.9%，比上月上升 2.6 和 2.2 个百分点。尽管建筑业总体扩张步伐放缓，但土木工程建筑业产需均有

恢复，侧面体现出房地产建筑需求依然低迷，但基建投资进一步托底，对建筑业需求形成一定支撑。 

图表11 6月制造业重点行业 PMI表现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总体看，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不强：建筑业受地产拖累较多，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复苏斜率放缓，制造业产需回温程度

有限。在经济复苏基础不够牢固的背景下，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三大行业的从业人员指数同步下行，稳就业总体性压力

依然存在，结构上青年人群是“后进先出”的脆弱群体，临近毕业季更不容乐观。就业市场的景气度与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息

息相关，在中国经济持续“行稳致远”的情况下，居民消费的潜力才有望滞后释放，打通内需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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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以来，国内稳增长政策有所加码，央行降息、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免政策出台、基建项目开工也有加速迹象，助力经济增

长的动能在低位“止跌”。然而，当前已出台的政策仍以托底为主，虽有助于经济增长达成低位均衡，却可能较难将经济推

升至潜在增速水平附近，尚未能促成市场主体信心的明显恢复。往后看，宏观政策还有必要进一步加码。财政政策最可能的

增量在于加快地方专项债的发行和使用进度、推出新一批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以及配合产业政策的财政贴息工具；货币

政策还需继续推动降成本，二次降准可以期待，年内存在再次降息的可能性。 

风险提示：稳增长政策力度及效果不及预期，海外发达经济体衰退程度超预期，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升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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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撰写此报告的分析师（一人或多人）就本研究报告确认：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公司研究报告是针对与公司签署服务协议的签约客户的专属研

究产品，为该类客户进行投资决策时提供辅助和参考，双方对权利与义务均有严格约定。本公司研究报告仅提供给上

述特定客户，并不面向公众发布。未经书面授权刊载或者转发的，本公司将采取维权措施追究其侵权责任。 

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无时不在的市场。您在进行证券交易时存在赢利的可能，也存在亏损的风险。请您务必对此有清

醒的认识，认真考虑是否进行证券交易。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免责条款： 

此报告旨为发给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的特定客户及其他专业人士。未经平安证券事先书面

明文批准，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传送、复印或派发此报告的材料、内容及其复印本予任何其他人。 

此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平安证券认为可靠，但平安证券不能担保其准确性或完整性，报告中的信息

或所表达观点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报告内容仅供参考。平安证券不对因使用此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

失而负上任何责任，除非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客户并不能仅依靠此报告而取代行使独立判断。 

平安证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及该等报告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

见解及分析方法。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分析员于发出此报告日期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此报告所指

的证券价格、价值及收入可跌可升。为免生疑问，此报告所载观点并不代表平安证券的立场。 

平安证券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可能参与此报告所提及的发行商的投资银行业务或投资其发行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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