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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降至

50.9 企业预期大幅改善

3 月 1 日公布的 2021 年 2 月财新

中国制造业 PMI（采购经理指数）录得

50.9，虽然连续第十个月位于扩张区间，

但已连降三个月，降至 2020 年 6 月以

来的最低值，显示制造业复苏边际效应

进一步减弱。

这一走势与统计局制造业 PMI 一

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1 年 2 月制

造业 PMI 录得 50.6，低于上月 0.7 个

百分点，同样连续三个月放缓。

制造业供给、需求继续维持扩张态

势，但扩张速度放缓。2 月生产指数和

新订单指数分别录得过去十个月和九个

月的最低值。外需继续拖累总需求，新

出口订单指数连续第二个月大幅低于荣

枯线。调查中，受访企业强调了冬季海

内外疫情对市场景气度的负面影响。

受供求增速放缓影响，就业市场继

续承压，2 月就业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位

于收缩区间，且降幅有所扩大。市场恢

复节奏放缓后，企业并不急于补充员工

离职后的空缺。尽管如此，当月积压工

作数量仍出现九个月来首次下降，显示

市场需求疲弱。

价格指数继续高企，通胀压力持续

增加。2 月制造业企业购进价格指数大

幅高于荣枯线，但涨幅略有放缓。受访

企业表示，原材料价格尤其是工业金属

价格继续快速上涨，运输价格也有所上

升。成本端价格上涨亦部分传导至需求

侧，2 月制造业企业出厂价格继续上涨，

但涨幅放缓。

尽管供需扩张力度放缓，但制造业

企业经营者对国内外疫情形势好转信

心充足，2 月生产经营预期指数跳涨至

2014 年 9 月以来第二高点。

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喆表示，

2 月制造业复苏动能进一步减弱，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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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放缓，就业压力增加，通胀压力持

续增加，尽管如此，企业对未来预期更

加乐观，市场信心主要来自过去一年多

疫情防控经验的积累，尤其是不利的秋

冬时节即将结束的因素。目前看来，既

要精心呵护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态

势，又要给予通胀足够的重视，是政策

面临的主要挑战。

2021 年 2 月内燃机行业销量综

述

2021 年 2 月，由于春节有效工作

日减少内燃机销量环比下降；同比方面，

由于商用车、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终

端市场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和同

期基数过低，同比继续呈现高速增长。

从 1 ～ 2 月销量增长情况看，内燃机行

业生产销售已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按

可比口径，2 月销量 297.51 万台，环

比增长 -37.77%，同比增长 2.9 倍；

1 ～ 2 月累计销量 775.90 万台，同比

增长 88.45%，较 1 月涨幅增加 45.65

个百分点。

2 月，柴油内燃机销售 49.49 万台

( 其中乘用车用 1.44 万台，商用车用

26.57 万台，工程机械用 6.91 万台，

农机用 12.22 万台，船用 0.26 万台，

发电用 1.50 万台，通用 0.60 万台 )，

汽油内燃机销量 247.90 万台。1 ～ 2

月柴油机销量 119.04 万台（其中乘用

车用 3.55 万台，商用车用 62.24 万台，

工程机械用 16.97 万台，农机用 30.99

万台，船用 0.62 万台，发电用 3.53 万

台，通用 1.14 万台），汽油内燃机销

量 656.62 万台。

分市场用途情况：

2 月，在分用途市场可比口径中，

各分类用途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具体为：乘用车用增长 -38.48%，

商用车用增长 -29.09%，工程机

械用增长 -31.28%，农业机械用增

长 -35.60%，船用增长 -27.23%，

发电机组用增长 -26.06%，园林机

械用增长 -24.91%，摩托车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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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43.25%，通机用增长 -46.02%。

与 2020 年同期比，各分类用

途均有较高幅度增长。具体为：

乘用车用增长 534.37%，商用车

用增长 152.33%，工程机械用增

长 169.57%，农业机械用用增长

401.19%，船用增长 114.67%，发电

机组用增长 131.42%，园林机械用增长

170.63%，摩托车用增长 236.29%，

通机用增长 47.35%。

与 2020 年累计比，各分类用途均

有较高幅度增长。具体为：乘用车用增

长 81.87 %，商用车用增长 83.33%，

工程机械用增长 101.62%，农业机

械用用增长 158.98%，船用增长

121.89%，发电机组用增长 61.10%，

园林机械用增长 85.02%，摩托车用增

长 80.85%，通机用增长 37.82%。

2 月，乘用车用销售 105.88 万台，

商用车用 30.77 万台，工程机械用 7.42

万台，农业机械用 37.85 万台，船用 0.26

万台，发电机组用 7.73 万台，园林机

械用 17.51 万台，摩托车用 88.86 万台，

通机用 1.23 万台。

1 ～ 2 月，乘用车用累计销售

278.00 万台，商用车用 74.17 万台，

工程机械用 18.22 万台，农业机械用

96.62 万台，船用 0.62 万台，发电机

组用 18.19 万台，园林机械用 40.82

万台，摩托车用 245.77 万台，通机用

3.50 万台。

2021 年 2 月汽车工业经济运行

情况简析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

2021 年 2 月，汽车产销环比有所下降，

同比受同期低基数影响，呈迅猛增长。

2021 年 2 月汽车工业运行情况：

汽车产销同比增速超高

2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50.3

万辆和 145.5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37.1% 和 41.9%，同比分别增长 4.2

倍和 3.6 倍。本月产销同比呈现大幅增

长的原因有两点，一是 2020 年 2 月受

疫情影响导致产销基数水平较低，二是

当前市场需求仍在恢复。

1 ～ 2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89.0 万辆和 395.8 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 88.9% 和 76.2%。与 2019 年数

据相比，汽车产销略有增长，同比增长

2.9% 和 2.7%；与 2018 年数据相比，

汽车产销同比下降 11.5% 和 12.6%。

受基数较低影响乘用车产销同比大

幅增长

2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16.2

万辆和 115.6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39.1% 和 43.5%，同比分别增长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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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和 4.1 倍。

1 ～ 2 月 , 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307.2 万辆和 320.1 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 87.0% 和 74.0%。但与 2019 年数

据相比，乘用车产销呈现下降，同比分

别下降 2.2% 和 1.4%，表现相对弱于

商用车，说明汽车消费仍在持续恢复中。

从细分车型累计数据看，SUV 产

销大于轿车，且四类车型受同期基数较

低的影响，均呈现出大幅增长。

2 月，国内生产的豪华车销量完成

18.8 万辆，同比增长 4.4 倍。1 ～ 2 月，

国内生产的豪华车销量完成 51.7 万辆，

同比增长 1.1 倍。

商用车同比增速低于乘用车

2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34.0 万

辆和 29.9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28.8%

和 34.8%，同比分别增长 2.8 倍和 2.5

倍，低于乘用车增速。值得一提的是，

本月重型货车产销分别完成 14.4 万辆

和 11.8 万辆，继续刷新当月产销历史

记录，且数量超过轻型货车。

1 ～ 2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81.8 万辆和 75.7 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 96.3% 和 86.2%，与 2019 年数据

相比，商用车产销同比增长 27.9% 和

24.5%。分车型产销情况看，受基数较

低因素的支撑，货车、客车产销同比均

呈现较大幅度增长。

新能源汽车继续刷新当月历史产销

记录

2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 万辆和 1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2

倍和 5.8 倍，本月新能源汽车已连续 8

个月刷新当月产销历史记录。其中纯电

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0.7 万辆和 9.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2 倍和 5.8 倍；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

万辆和 1.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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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5.9 倍；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5 辆和 28 辆。

1 ～ 2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31.7 万辆和 28.9 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 3.9 倍和 3.2 倍。其中纯电动汽车

产销分别完成 27.3 万辆和 24.3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4.6 倍和 3.6 倍；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4.4 万辆和

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7 倍和 1.8 倍；

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59 辆和 91

辆，同比分别下降 59.3% 和 46.8%。

中国品牌乘用车累计市场份额上升

2 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 49.6

万辆，同比增长 3.2 倍，市场份额达到

42.9%，比同期下降 9.5 个百分点。与

2019 年数据相比，2 月当月销量同比

下降5.1%，市场份额提升0.1个百分点。

与 2018 年数据相比，2 月当月销量同

比下降 29.0%，市场份额下降 4.5 个百

分点。

1 ～ 2 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

136.2 万辆，同比增长 87.5%，市场份

额达到 42.6%，比同期上升 3.1 个百分

点。与 2019 年数据相比， 1 ～ 2 月销

量同比增长 0.4%，市场份额提升 0.7

个百分点。与 2018 年数据相比，1 ～ 2

月销量同比下降 22.9%，市场份额下降

2.4 个百分点。

重点企业集团市场集中度低于同期

1 ～ 2 月，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

的企业集团销量合计为 354.2 万辆，

同比增长 73.8%，占汽车销售总量的

89.5%，低于 2020 年同期 1.2 个百分

点。

汽车出口继续刷新当月历史记录

2 月，汽车企业出口 10.5 万辆，

环比下降 12.5%，同比增长 1.3 倍。２

月出口数据继续刷新当月历史记录。分

车型看，乘用车本月出口 7.7 万辆，环

比下降 15.7%，同比增长 1.2 倍；商用

车出口 2.8 万辆，环比下降 2.2%，同

比增长 1.7 倍。

1 ～ 2 月，汽车企业出口 22.4 万辆，

同比增长 97.8%。分车型看，乘用车出

口 16.9 万辆，同比增长 96.1%；商用

车出口 5.6 万辆，同比增长 1 倍。

我国农机行业格局优化，景气度

回升

从农机企业数量来看，2016 年我

国农机规模以上企业（收入规模大于

2000 万）数量为 2496 家，2020 年 9 

月 30 日仅为 1769 家，降幅达 29%。

在行业低谷时，大量的企业被淘汰，市

场向头部企业集中，行业竞争格局优化

明显。

从农机行业收入来看，2016 年我

国农机规模以上企业总收入为 4735 亿

元，达到历史顶峰，随后开始持续下

滑。2020 年以来，疫情叠加复杂的外

部环境，国家对粮食安全重视度进一

步提升，直接推动农机行业迎来景气拐

点。到 2020 年前三季度，总收入达到

1828.61 亿元，同比增长 3%，同时，

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4.37%。

从销量规模来看，根据农机工业

协会统计，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

全国累计销售各种大中拖、耕整地机

械、联合收获机、播种机、插秧机、

植保机械 31.94 万台、72.92 万台、

24.73 万台、12.42 万台、7.02 万台、

4.41 万台，同比分别增长 23.56%、

10.38%、14.81%、23.46%、9.29%

和 36.18%。此外，畜牧机械、饲料收

获机械、水产养殖机械、排灌机械、打

（压）捆机、秸秆粉碎还田机、薯类收

获机、果蔬烘干设备等新兴市场出现不

同程度的增长。

在政策利好加持下，头部农机企业

或迎来长景气周期。国家加大对绿色

智能、丘陵农机补贴，有利于头部企

业发展首先，从补贴总量来看，2020 

年 1 ～ 10 月我国农机购置补贴额度已

达 197.26 亿元，超过 2019 年全年的

180 亿元，是 2017 年以来的首次回升，

说明我国已经加大对农机行业的扶持力

度。

其次，根据 2021 年 2 月 21 日发

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我国十四五期间将

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未来补贴总额

仍会上升。补贴的重点方向是绿色高端

农机以及丘陵山区农机等。这类农机技

术壁垒高、研发投入大，只有龙头企业

才有技术和资金实力进行研发生产。未

来补贴资源将进一步向头部企业集中，

利好头部企业发展。

报废更新补贴政策促进老旧设备淘

汰，贡献增量需求。2020 年 2 月 19 

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共同发布的《农业机械报

废更新补贴实施指导意见》指出，从农

机购置补贴中安排资金，实施农机报废

更新补贴政策，对报废老旧农机给予适

当补助，单台农机报废补贴额最大可达

2 万元。该政策直接推动了大耗能高、

污染重、安全性能低的老旧农业机械

淘汰力度，同时为环保、安全、高端农

机的渗透提供了市场空间，是促使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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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农机行业回暖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四五期间，制造业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比例从 75% 提高到 

100% 

在研发经费扣除方面，我国企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规定，2008 年起企业研究开发

费用是按照 50% 进行加计扣除的。而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提高

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

知》( 财税〔2018〕99 号 ) 规定，我国

在 2018 ～ 2020 年期间进一步加大了

对企业研发费用的扣除比例，比例上从

原有的 50% 提高到了 75%。 

本次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实

施更大力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

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普惠性政策”。

2021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延续

执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75% 政

策，将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 

100%，用税收优惠机制激励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着力推动企业以创新引领发

展。 

十四五规划高度重视战略科技力

量，把制造强国和战略新兴产业

放在最核心的位置

十四五规划中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

略，主要提到以下几个要点： 

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 

加快补齐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基

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和产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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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基础等瓶颈短板。 

点评：与十三五规划工业强基工程

的“四基”瓶颈对比，新增基础软件，

这也是在贸易战基础上未雨绸缪，针对

我国工业软件高度依赖进口软件的现状

提出的针对性补短板，利好工业基础软

件行业。工业强基工程对工业基础瓶颈

短板持续给与高度重视，有利于国内基

础件行业自主可控，国产替代进程加速。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坚持经济性和安全性相结合，补齐

短板、锻造长板，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

略设计和精准施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

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

供应链。立足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

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巩固提升高铁、

电力装备、新能源、船舶等领域全产业

链竞争力，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

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

链。实施领航企业培育工程，培育一批

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

业。推动中小企业提升专业化优势，培

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 

点评：巩固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

船舶等领域全产业链竞争力，利好这些

产业的供应商，在装备层面实现了较强

的竞争力后，国家引导资本进入这些优

势制造领域的零部件等供应商环节，打

通全产业链，彻底做强优势产业。培育

一批小专精的专业型领军企业，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利好各种在单项领域取

得较大突破的细分行业冠军。 

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 

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集成电

路、航空航天、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

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先进电力

装备、工程机械、高端数控机床、医药

及医疗设备等产业创新发展。 

深入实施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和

技术改造专项，鼓励企业应用先进适用

技术、加强设备更新和新产品规模化应

用。建设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完善智能

制造标准体系。 

点评：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包括

集成电路、航空航天、船舶与海洋工程、

机器人、先进轨交设备、先进电力设备、

工程机械、高端数控机床、医药医疗设

备等，这些都是每次五年规划必提到的

高端装备、战略新兴产业。这些领域均

是有望走出世界级龙头企业的方向，对

二级市场投资者来说要给与重视，制造

强国战略已经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制造

强国具体的落脚点就在这些高端装备里

面。

实施制造业降本减负行动 

强化要素保障和高效服务，巩固拓

展减税降费成果，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

本，提升制造业根植性和竞争力。扩大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信用贷款规模，增

加技改贷款，推动股权投资、债券融资

等向制造业倾斜。 

对比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到通过扩

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信用贷规模，推动

股权投资、债券融资向制造业倾斜的方

式，降低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这意味

着制造业融资渠道、上市渠道都会大大

增加，各种信贷、股权、债券融资均对

制造业融资倾斜。这也是国家层面对制

造强国战略的保驾护航，对制造业投资

复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制造业投资

复苏将是今年比较重要的投资机遇之

一。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对交通、

能源、水利等领域有更高的要求十四五

规划强调了新型数字基建、交通强国战

略。能源方面，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

源供给保障能力。加快发展非化石能源，

坚持集中式和分布式并举，大力提升风

电、光伏发电规模。稳妥推动沿海核电

建设，建设一批多能互 补的清洁能源基

地，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

高到 20% 左右。有序放开油气勘探开

发市场准入，加快深海、深层和非常规

油气资源利用，推动油气增储上产。 

点评：十四五规划强调了新型基建

的概念，强化了交通强国的战略，对基

建、交通、能源、水利等有了更高的要求。 

基建方面，除了传统铁公基，重点强调

了建设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

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交通方

面，继续完善综合运输大通道，加强出

疆入藏、中西部地区、沿江沿海沿边战

略骨干通道建设，继续交通强国战略。

能源体系方面，加快发展非化石能源，

坚持集中式和分布式并举，大力提升风

电、光伏发电规模。稳妥推动沿海核电

建设，建设一批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基

地，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

高到 20% 左右。不仅对光伏发电等新

能源发电提出了鼓励和支持，同时也是

时隔多年首次提到稳妥推动沿海核电建

设。传统油气能源方面继续鼓励加大非

常规油气开发利用，推动油气增储上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