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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研究 
 
 

生产强需求弱，期待 7 月破局 
  
 
 核心观点 

6 月经济景气度再次边际回落，仍处于收缩区间，弱于季节性。

生产与需求景气度双双边际回落，生产仍处于扩张区间，需求处于收

缩区间，整体呈现为供过于求的特征。在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上

游原材料涨价，向中下游传导不顺畅，企业生产仍较为谨慎，6 月制

造业 PMI产成品出厂价格回落，PMI产成品库存继续收缩，原材料需

求回落，原材料库存回落，预计 6 月 PPI 或温和回升至-0.8%，低于

市场预期-0.6%。从结构上看，大中小企业景气度分化，大型企业景气

度仍处于扩张区间，边际有所回落，中小企业景气度仍处于收缩区间，

边际回升，就业市场景气度处于收缩区间，并未明显回暖。 

向后看，扩内需将成为经济持续修复的关键，7月重点关注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深化改革的具体部署。短期，出口

存在低基数效应，出口韧性仍在，或存在边际回落风险；消费有望温

和回升，考虑就业市场并未明显回暖，社会预期有待持续恢复，消费

修复空间或较为有限，促消费政策或是主要支撑，仍需观察前期促消

费政策效果；三季度专项债发行或提速，进入密集发行期，托底基建

投资增速，这或是当前比较明确的抓手；稳地产政策效果或存在时滞，

短期进入观察期，政策继续加码的概率有所下降；前期大规模设备更

新改造、房地产融资政策协调机制等政策仍持续推进，如财政部等 4

部门印发通知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

更为明确，政策效果或逐步显现。 

短期建议关注：一是基建投资回升的机会；二是新质生产力的数

字、氢能、固态电池、卫星互联网、低空经济等。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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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超预期加剧；房地产市场修复不及预期；海外地缘

政治冲突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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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产强需求弱，内生增长动能有待增强 

6月经济景气度再次边际回落，处于收缩区间，弱于季节性。6月制造业 PMI

为 49.5%，持平前值，环比变动较近五年同期均值 0.2%低 0.2pct。 

1.1 生产强需求弱，扩内需仍是经济持续修复的关键 

在需求端，内外需景气度连续两个月收缩，弱于季节性。6月制造业 PMI新

订单指数为 49.5%，较前值回落 0.1pct，景气度连续两个月步入收缩区间，弱于

季节性，环比变动较近五年同期环比变动均值低 2.76pct。制造业 PMI新出口订

单指数为 48.3%，持平前值，亦弱于季节性，环比变动较近五年同期环比变动均

值低 4.18pct。 

（1）内需走弱或因新旧动能转换阶段，传统增长动能有所放缓，或对经济

增长拖累相对明显。一是稳地产政策存在时滞，房地产投资端尚未明显回暖；二

是 6月高频数据显示，工业需求环比有所回落，螺纹钢价格和石油沥青装置开工

率环比回落，且专项债和政府净融资较 5 月有所放缓，6 月新增专项债 3326.72

亿元，较 5月 4383.47亿元低 1056.75亿元，6月国债和地方政府净融资 13798.09

亿元，较 5月 26065.89亿元低 12267.8亿元。（2）外需景气度回落，或与近期

全球贸易摩擦升温有关，如欧盟加征钛白粉关税、美方继续施压日本荷兰对华芯

片限制、土耳其对中国燃油及混合动力乘用车征收额外进口关税、越南对自中国

和韩国进口的镀锌钢材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日方将对中方企业和外贸进行制裁

等，同时，国际地缘冲突持续与海外补库周期开启，推动运力紧张、运价走强，

导致部分薄利行业难以承受高涨的运价，部分行业或出口走弱。6月出口领先指

标亦显示出口有放缓迹象。韩国 6 月前 10 天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7%，较 5 月

16.4%回落 21.1个百分点；前 20日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8.5%，较 5月同期 1.4%回

升 7.1个百分点，考虑韩国 5月前 20日出口增速回落，主要是工作日差异导致，

经工作日差异调整后的韩国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7.7%，若与之相比，6月前 20日

出口增速亦回落 9.2个百分点。 

在供给端，生产景气度边际回落，亦弱于季节性，但仍处于扩张区间。6月

制造业 PMI生产指数为 50.6%，较前值 50.8%回落 0.2pct，弱于季节性，环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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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较近五年同期环比变动均值低 0.86pct，但仍处于扩张区间。从生产经营活动

预期来看，6月制造业 PMI生产经营活动预期 54.4%，较前值 54.3%回升 0.1pct，

显示企业家对未来预期边际仍较为乐观。 

从供需来看，供需两端景气度均边际回落，生产景气度好于需求景气度，整

体仍呈现供大于求局面，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仍较为突出。6 月 PMI 新订单与 PMI

生产差值为-1.1%，呈现生产强、需求弱特点，需求相对生产不足问题仍较为突

出，指向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仍有待进一步增强。 

图表1：制造业 PMI及分项（%） 图表2：生产景气度好于需求景气度（%）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图表3：制造业 PMI分解（%） 图表4：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1.2 企业扩产内在动能不足，6月 PPI 或温和回升 

尽管 5月制造业 PMI 产成品出厂价格走高，企业生产仍较为谨慎，在供过于

求的背景下，6 月制造业 PMI 产成品出厂价格回落，PMI 产成品库存继续收缩。

与此同时，对要素需求收缩，PMI原材料库存再次收窄，而黄金、铜、锌、铝等

原材料价格有所走高，PMI 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虽边际回落，但仍处于扩张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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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制造业 PMI产成品出厂价格 47.9%，较前值 50.4%回落 2.5pct，弱于季节性，

环比变动较近五年同期环比变动均值低0.5pct。6月制造业PMI产成品库存48.3%，

较前值回升 1.8pct，但仍处于收缩区间。制造业 PMI 主要原材料库存 47.6%，较

前值回落 0.2pct，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为 51.7%，较前值回落 5.2pct。 

短期 PPI价格增速仍将温和回升。考虑 PMI出厂价格与 PPI环比具有高度相

关性，由于 PMI出厂价格环比回升，维持我们之前判断，预计 6月 PPI同比增速

温和回升至-0.8%左右，较我们之前预期有所走弱，或显示新涨价因素有所走弱，

整体指向需求不足问题较为突出。 

图表5：产成品库存回落，出厂价格边际回升（%） 图表6：原材料库存和价格均回落（%）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1.3 大中小企业景气度分化，就业市场景气度仍处于收缩区间 

市场主体景气度有所分化，大型企业景气度维持扩张区间，中型企业和小型

企业景气度仍处于收缩区间，但边际回升。大型企业 PMI指数为 50.1%，较上月

回落 0.6pct；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 PMI指数分别为 49.8%和 47.4%，仍处于收缩

区间，边际有所回升，较前值回升 0.6pct 和 0.7pct。考虑季节性因素，大型、

中型、小型企业 PMI 指数环比变动较近五年同期环比变动均值变动分别为-

0.5pct、-0.52pct、2.76pct。就业景气度并未出现回暖。6月 PMI从业人员指数

48.1%，持平前值，弱于季节性表现，环比变动较近五年同期环比变动均值低

0.16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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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市场主体景气度连续回升（%）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1.4 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良好扩张态势，新动能继续较快扩张 

5 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2.3%，较上月上升 1.6pct，连续 11 个月保持

在扩张区间，行业延续持续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 PMI为 51%，较前值上升 0.3pct，

仍处于扩张区间。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均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

业保持较快发展。高耗能行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分别为 47.4%和 49.5%，继续低

于临界点。 

此外，根据国家统计局解读来看，在生产方面，金属制品、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均高于 55.0%，这与 5月工业企业利润高增保持一致；纺

织、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等行业生产指数均低于临界点，企业生产活动有所

放缓。纺织生产景气度回落，或与近期出口增速放缓有关。在需求方面，造纸印

刷及文教体美娱用品、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新订

单指数均高于 53.0%；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等行业新订单指数

均低位运行，企业反映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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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2 非制造业 PMI 保持高韧性，边际有所回落 

6 月非制造业景气度边际回落，亦弱于季节性，但仍处于扩张区间。6 月非

制造业 PMI为 50.5%，较前值 51.1%回落 0.6pct，较近五年同期环比变动均值低

1.52pct。其中，PMI服务业为 50.2%，较上月回落 0.3pct，连续 6个月处于荣枯

线之上，弱于季节性表现，环比变动较近五年同期环比变动均值低 1.34pct；服

务业 PMI新订单 47.1%，较上月回落 0.3pct，处于收缩区间，或指向未来服务业

景气度或有所回落。但考虑 7月暑期开启，文化和旅游部在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

布会介绍，将在暑期举办 4000 项约 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或提振服务业景

气度。PMI建筑业 54.4%，较上期回落 1.9pct，弱于季节性表现，较近五年同期

环比变动均值低 1.36pct；PMI 建筑业新订单 44.1%，较上月回落 1.2pct，连续

两个月回落，或指向建筑业新增需求仍未大规模启动，房地产投资端尚未呈现回

暖迹象。PMI建筑业 52.3%，较上期回落 2.1pct，弱于季节性表现，较近五年同

期环比变动均值低 2.3pct；PMI建筑业新订单 44.1%，持平前值，连续三个月回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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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非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度（%） 图表10：非制造业 PMI 分项走弱（%）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3 展望 

6月经济景气度再次边际回落，仍处于收缩区间，弱于季节性。生产与需求

景气度双双边际回落，生产仍处于扩张区间，需求处于收缩区间，整体呈现为供

过于求的特征。在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上游原材料涨价，向中下游传导不顺

畅，企业生产仍较为谨慎，6 月制造业 PMI 产成品出厂价格回落，PMI 产成品库

存继续收缩，原材料需求回落，原材料库存回落，预计 6 月 PPI 或温和回升至-

0.8%，低于市场预期-0.6%。从结构上看，大中小企业景气度分化，大型企业景气

度仍处于扩张区间，边际有所回落，中小企业景气度仍处于收缩区间，边际回升，

就业市场景气度处于收缩区间，并未明显回暖。 

向后看，扩内需将成为经济持续修复的关键，7 月重点关注中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深化改革的具体部署。短期，出口存在低基数效应，出口

韧性仍在，或存在边际回落风险；消费有望温和回升，考虑就业市场并未明显回

暖，社会预期有待持续恢复，消费修复空间或较为有限，促消费政策或是主要支

撑，仍需观察前期促消费政策效果；三季度专项债发行或提速，进入密集发行期，

托底基建投资增速，这或是当前比较明确的抓手；稳地产政策效果或存在时滞，

短期进入观察期，政策继续加码的概率有所下降；前期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房

地产融资政策协调机制等政策仍持续推进，如财政部等 4部门印发通知实施设备

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更为明确，政策效果或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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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建议关注：一是基建投资回升的机会；二是新质生产力的数字、氢能、

固态电池、卫星互联网、低空经济等。 

风险提示 

中美贸易摩擦超预期加剧；房地产市场修复不及预期；海外地缘政治冲突加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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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邮证券投资评级说明 

投资评级标准 类型 评级 说明 

报告中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发布日后的 6个月内的相
对市场表现，即报告发布日后
的 6个月内的公司股价（或行
业指数、可转债价格）的涨跌
幅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基准
指数的涨跌幅。 
市场基准指数的选取：A股市
场以沪深 300指数为基准；新
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为基准；
可转债市场以中信标普可转债
指数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恒生
指数为基准；美国市场以标普
500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基
准。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个股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20%以上 

增持 预期个股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与 20%之间 

中性 预期个股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与 10%之间 

回避 预期个股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以下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 预期行业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行业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与 10%之间 

弱于大市 预期行业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以下 

可转债 

评级 

推荐 预期可转债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谨慎推荐 预期可转债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与 10%之间 

中性 预期可转债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5%与 5%之间 

回避 预期可转债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5%以下 

分析师声明 

撰写此报告的分析师（一人或多人）承诺本机构、本人以及财产利害关系人与所评价或推荐的证券无利害关系。 

本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我们认为可靠的目前已公开的信息，并通过独立判断并得出结论，力求独立、客观、公

平，报告结论不受本公司其他部门和人员以及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基金公司、证券资产管理公司、特定客户等

利益相关方的干涉和影响，特此声明。 

免责声明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邮证券”）具备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开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资格。 

本报告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或者我们认为可靠的资料，我们力求但不保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报告内容

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观点不构成所涉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中邮证券不对因使用本报告的内容而导

致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客户不应以本报告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本报告做出决策。 

中邮证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信息不一致或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研究人员于

发出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且不予通告。  

中邮证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

者计划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其他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本报告仅供中邮证券客户中的专业投资者使

用，若您非中邮证券客户中的专业投资者，为控制投资风险，请取消接收、订阅或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信息。本公

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阅读或关注本报告中的内容而视其为专业投资者。  

本报告版权归中邮证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存在对本报告以任何形式进行翻版、修改、节选、

复制、发布，或对本报告进行改编、汇编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亦不得存在其他有损中邮证券商业性权益的任何

情形。如经中邮证券授权后引用发布，需注明出处为中邮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

或修改。  

中邮证券对于本申明具有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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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02 年 9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注册资本 50.6 亿元人民币。中邮

证券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绝对控股的证券类金融子公司。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

券承销与保荐；代理销售金融产品；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此外，公司还具有：证券经纪人

业务资格；企业债券主承销资格；沪港通；深港通；利率互换；投资管理人受托管理保险资金；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作为主办券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从事经纪、做市、推荐业务资格等业务资格。 

公司目前已经在北京、陕西、深圳、山东、江苏、四川、江西、湖北、湖南、福建、辽宁、吉林、黑龙江、广

东、浙江、贵州、新疆、河南、山西、上海、云南、内蒙古、重庆、天津、河北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全国多家分支

机构正在建设中。 

中邮证券紧紧依托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雄厚的实力，坚持诚信经营，践行普惠服务，为社会大众提供全方位

专业化的证券投、融资服务，帮助客户实现价值增长，努力成为客户认同、社会尊重、股东满意、员工自豪的优秀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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