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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服务业景气一降一升，近

期疫情影响尚未充分反映 

2021年7月，中国制造业继续扩张，

但扩张速度连降两月。

近日公布的 7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

购经理人指数（PMI）录得 50.3，较

6 月回落 1 个百分点，为 2020 年 5 月

以来最低；在暑期来临和广东疫情得到

控制的带动下，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从 6 月的 14 个月低点大幅反弹 4.6 个

百分点至 54.9。在服务业 PMI 强劲反

弹的带动下，财新中国综合 PMI 录得

53.1，高于 6 月 2.5 个百分点。

这一走势与国家统计局 PMI 并不完

全一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1 年 7

月制造业 PMI 录得 50.4，低于 6 月 0.5

个百分点，降至 2020 年 3 月以来最低；

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微升 0.2 个百分点

至 52.5。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则回落 0.5

个百分点至 52.4。

从分项指数看，两个制造业 PMI 存

在一定差异：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中，

新出口订单指数在扩张区间微升，就业

指数在扩张区间下降，原材料购进价格

指数、出厂价格指数都在扩张区间连降

两月，分别录得 8 个月和 10 个月以来

最低；而统计局制造业 PMI 中，新出口

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处于收缩区间，且

不断下降，就业指数在收缩区间微升，

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出厂价格指数则

在扩张区间有所回升。

相同的是，两个生产指数、新订单

指数均明显回落，其中财新中国制造业

新订单指数已落入收缩区间；两个原材

料库存指数在收缩区间下降，两个产成

品库存指数在收缩区间略有回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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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格高企和需求下降的背景下，制造

业企业对补库存相对谨慎；两个生产经

营预期指数均在扩张区间降至逾一年来

新低。

两个服务业 PMI 分项指数则存在较

大差异：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各分项指

数均上升，且都处于扩张区间；而统计

局服务业商务指数中，只有新订单指数

在收缩区间微升，其余指数均有下降。

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喆表示，

7 月制造业和服务业继续维持扩张，供

需总体向好，就业市场稳定，通胀压力

仍然较大。由于 7 月财新中国 PMI 相

关数据调查恰逢广东疫情结束和江苏疫

情暴发之间，服务业景气度高企，制造

业相比之下略显疲弱。7 月底局部地区

疫情料将对 8 月 PMI 产生负面影响。

目前国民经济恢复基础并不稳固，经济

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企业家信心亦需呵

护。

2021 年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

值（GDP）同比增长 7.9%，略低于市

场预期，不过，6 月无论是工业生产，

还是需求端“三驾马车”，以及社融和

信贷数据，都好于预期。考虑到数据采

集周期，7 月两个制造业 PMI 回落，一

定程度上受到部分企业集中进入设备检

修期、局部地区遭遇高温洪涝灾害等极

端天气、限电、芯片短缺等因素影响，

南京等地近日出现新一轮疫情反弹的影

响尚未得到充分反映。两个服务业 PMI

的回升，很可能因疫情反弹而中断。

目前市场普遍预期，2021 年下半

年中国经济将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随

着海外供给渐次修复，前期推动经济复

苏的出口可能下行；国内消费受疫情反

复影响，修复缓慢；房地产调控效果逐

渐显现；在防范地方债风险的基调下，

基建投资虽能托底但难以完全对冲下行

趋势。

7 月 31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要求，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统筹

做好 2021 年和 2022 年两年宏观政策

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积极

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政策效能，合理把握

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债发行进度，推

动 2021 年底明年初形成实物工作量，

货币政策则强调“助力中小企业和困难

行业持续恢复”。对前期价格上涨较快

的大宗商品，除了继续要求做好保供稳

价工作”，还提出“纠正运动式‘减碳’，

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

发展”。

此前财政支出进度较慢，地方专项

债券发行大幅慢于往年，随着下行压力

的逐步显现，下半年财政支出和专项债

发行将加速，但力度不会过大。多家机

构认为，强调跨周期调节，意味着短期

内不政策难以大幅、快速放松；中期来

看，政策相机抉择特性将进一步加强。

2021 年 7月内燃机行业销量综

述

内燃机行业 7 月销量较 6 月出现小

幅回落。2021 年 7 月，极端天气频发

以及疫情复发，终端市场需求受到一定

抑制，产销量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

加上同期基数抬高，内燃机行业销量环

比、同比均小幅下降。与 2021 年月度

销量高点相比，内燃机各细分用途有较

明显波动，占比较大的乘用车用、摩托

车用销量已回落 10 ～ 15%；商用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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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用下降近 40%；园林机械用下

降 20%；农业机械用小幅下降 10%；

发电机组用小幅增长。1 ～ 7 月累计涨

幅较前 6 个月有 6 个百分点的回落，同

比增长 22.16%，而与 2019 年同期相

比仍有 10.92% 增长，增幅与上半年变

化不大。

分市场用途情况： 7 月，在分用途

市场可比口径中，乘用车用、农业机械

用、通机用环比增长，其它用途环比均

有不同程度下降。具体为：乘用车用增

长 0.95%，商用车用增长 -15.81%，

工程机械用增长 -20.62%，农业机械

用增长 4.51%，船用增长 -43.34%，

发电机组用增长 -0.42%，园林机械用

增长 -23.19%，摩托车用增长 -2.90%，

通机用增长 2.48%。

与 2020 年同期比，除农业机械

用、发电机组用、园林机械用、通机用

增长外其余用途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具体为：乘用车用增长 -15.21%，

商用车用增长 -28.19%，工程机械

用增长 -6.83%，农业机械用用增长

13.45%，船用增长 -9.50%，发电机

组用增长 47.11%，园林机械用增长

20.01%，摩托车用增长 -2.24%，通

机用增长 153.80%。

汽车销量环比下降，新能源汽车

增势不减

7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86.3 万

辆和 186.4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4.1%

和 7.5%，同比分别下降 15.5% 和 

11.9%。与 2019 年同期相比， 产销同

比分别增长 3.2% 和 2.7%，产量增幅

比 6 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销量增速由

负转正。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 27.1

万辆，同比增长 164.4%，环比增长

5.8%。

1 ～ 7 月，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 

1444.0 万辆和 1475.6 万辆，同比

分别增长 17.2% 和 19.3%。增幅比 

1 ～ 6 月继续回落 7 和 6.3 个百 分点。

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产销同比分别增

长 3.4% 和 4.2%，产量增幅与 1 ～ 6 

月持平，销量增幅比 1 ～ 6 月回 落 0.2 

个百分点。

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

的数据显示，7 月份国内动力电池企业

装车量前 5 名有：宁德时代（50.1%）、

比亚迪（16.8%）、中航锂电（6.8%）、

国轩高科（5.5%）、亿纬锂能（2.5%）。 

宁德时代以超 50% 的市场份额，占据 

7 月份国内汽车动力电池市场半壁江山，

继续领跑中国动力电池产业 发展。

2020 年，宁德时代动力电池装机

量 TOP10 客户依次为蔚来汽车、宇通

客车、 小鹏汽车、特斯拉、吉利汽车、

长城汽车、广汽乘用车、理想汽车、东

风汽车和北京汽车。前十客户装机电量 

15.28GWh，占宁德时代装机总电量的 

51.1%，占比超 5 成。

1 ～ 7 月零售终端新车销量 

1548.8 万辆，同比增长 25.9%，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4.0%。1 ～ 7 月生产 

企业新能源汽车销量 147.8 万辆，同比

增长 2 倍，已超过 2020 年全年水平，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 倍，占新车销量

的 10%，新能源车替代一部分燃油车市

场的趋势较为明显。

房地产销售增速同比转负，预计

下半年市场持续下行

7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

滑 8.5%，预计下半年市场继续下行。

2021 年 7 月，全国实现商品房销售面

积 13013 万方，同比下滑 8.5%，相

比 2019 年增长 0.1%，实现销售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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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99 亿，同比下滑 7.1%%，相比 

2019 年增长 8.3%。

2021 年 7 月全国东部 / 中部 /

西部 / 东北部单月销售面积同比增

速分别为 -10.1%/-3.0%/-9.2%/-

23.6%，较 2019 年同期增速分别为 

4.5%/3.4%/-4.8%/-25.3%。四大区

域销售全面下滑，但相比 19 年同期东

部和中部增速为正，东北部销售则大幅

下滑，房住不炒下，销售更加反应地区

的经济面。 

7 月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 21.5%，

较 2019 年同期下滑 12.6%。7 月房地

产新开工面积为 17660 万方，同比下

降 21.5%，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下滑 

12.6%，累计新开工 11.9 亿方，同比

增速亦由正转负。7 月新开工面积 / 销

售面积的比值为 1.36，前值为 1.21。

从季节性来看，一般来说下半年新开工

会逐渐走强，从 7 月份新开工来看，不

仅是跟疫情前同比还是跟销售比，新开

工下滑趋势十分明显。

7 月钢材需求开始下行

统计局公布 7 月份钢铁行业运行数

据，结合海关进出口数据如下：2021

年 7 月我国粗钢产量 8679 万吨，同比

减 8.4%，日均产量 280 万吨，环比降 

10.5%；1 ～ 7 月我国粗钢产量 64933 

万吨，同比增 8.0%；7 月我国生铁产

量 7285 万吨，同比减 8.9%；1 ～ 7 

月我国生铁产量 53350 万吨，同 比增 

2.3%； 7 月我国钢材产量 11100 万

吨，同比减 6.6%；1 ～ 7 月我国钢材

产量 80902 万吨， 同比增 10.5%；7 

月份铁矿石进口量为 8851 万吨，同比

减 21.4%，日均环比减 4.2%。1 ～ 7 

月铁矿 石进口量为 64903 万吨，同比

减 1.5%。 

需求负增长幅度扩大：7 月钢

铁需求同比增速为 -5.8%，较 6 月

的 -3.1% 继续趋弱，钢材净出口同比

增长 194%，内需增速为 -9.4%，6 月

为 -6.8%。结构上建筑业进一步走弱、

工业也明显放缓。地产销售面积单月同

比 -8.5%，明显转差， 这在此前的 7

月 100 强房企销售数据中已有先兆；新

开工进一步大幅下行、单月 -21.5%，

施工面积放缓至 9%、竣工维持强势，

地产投资单月大幅放缓至 1.4%；基

建低迷、单月 -10%，其中铁路和公

路单月投资 -20%、-5.2%。水泥产

量 -6.5%，建筑业全面失速。工 业方面，

高耗钢行业增速普遍放缓，通用设备、

金属制品、电器机械、专用设备、汽

车分别 +7.6%、+12.9%、+10.3%、

+5.3%、-8.5%。 

北京将重点发展氢能产业

8 月 16 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发布关于印发《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

实施方案（2021 ～ 2025 年）》的通

知。在发展目标上：努力把北京市建设

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氢能产业城市与

科技创新中心，驱动京津冀氢能产业协

同发展。2023 年前，培育 5 ～ 8 家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氢能产业链龙头企业，

京津冀区域累计实现产业链产业规模突

破 500 亿元，力争建成 37 座加氢站，

推广燃料电池汽车 3000 辆，全面降低

终端应用成本超过 30%。2025 年前，

培育 10 ～ 15 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

业链龙头企业，建成 3 ～ 4 家国际一流

的产业研发创新平台，京津冀区域累计

实现氢能产业链产业规模 1000 亿元以

上，力争完成新增 37 座加氢站建设，

实现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 1 万

辆。根据 2020 年 10 月发布的《节能

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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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

达到 10 万辆左右，北京规划的保有量

将占到全国规划的 10% 左右。

2021 年前六个月工业与制造业

恢复良好

工业与制造业受疫情的影响逐渐恢

复 2021 年 1 ～ 6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上升 15.9%，自 2020 年 8 月

首次转正后持续为正；制造业同比增加 

17.1%，较前值略有所下滑，自去年 7 

月首次转正后持续为正。其中，通用设

备累计同比上升 24.3%，自 2020 年 8 

月首次转正后持续为正；专用设备增速

保持相对强势复苏，同比增长 20.1%，

各分项增速在去年低基数的影响下增幅

扩大。 

通用设备景气度依然维持高位 

2021 年 1 ～ 6 月，通用设备行业营业

收入同比上升 28.30%，环比略有下滑；

利润同比上升 35.50%。 以机床、注

塑机、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通用设备从 

2019 年四季度开始复苏，目前景气度 

依然处于高位。2021 年 6 月份金属切

削机床产量 6 万台，同比增长 29.5%，

1 ～ 6 月份累计产量 30 万台，同比增

长 45.6%。2021 年 6 月份工业机器

人产量 3.64 万台，同比增长 60.7%，

1 ～ 6 月份累计产量 17.4 万台，累计

同比增速 69.8%。

专用设备营业收入增速持续处于高

位，实现同比增长 25.10%，利润增速

继续提升，实现 同比增长 31.00%。由

于专用设备包含主要的高端制造，从其

盈利状况的改善来看，可以看到 下游

高技术制造业的景气度呈向好的趋势。 

光伏、锂电等新能源需求逐步复苏；手

机、平板、可穿戴装备等需求保持较强

韧性，6 月 3C 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13.40%，增幅扩大，国内 3C 产

业链整体向好；6 月汽车制造业工业增

加值同比下滑 4.3%。

美国大力扶持新能源，提出

2030年 50%渗透率目标

2021 年 8 月 5 日，通过美国总统

的行政命令，2030 年新能源汽车（包

含轿车、 SUV 和皮卡，从燃料类型来

看包括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燃

料电池汽车三 种）销售份额达到 50%

的目标。 按照 2030 年新能源车 50%

的渗透率目标（2021 ～ 2030 年销量 

CAGR 为 43%），和前期 2020 年 10

月拜登提出的 2026 年渗透率达到 25%

（按此计算 21 ～ 26 年 销量年复合增

长率是 52%），其数量并不超市场预期。

传统家电品类价格提升明显，新

兴家电成为行业主要增长动力

大家电：2021 上半年 白电市场零

售额为 1767 亿元，同比增长 13.3%；

零售量为 6575 万台，同比增长 4.4%。

在 2020 年低基数效应下，2021 上半

年实现规模同比增长，然而受原材料涨

价上游成本持续高增的影响，需求端的

瓶颈不容小觑。 

空调：随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和新能

效等级提升，上半年市场出现量降额涨

的局面，2021 上半年 空调市场零售额

为 857.9 亿元，同比增长 3.3%，零售

量为 2721.6 万台，同比增长 -5.7%；

冰箱：基于 第一季度同期低基数的

规模增长结束，第二季度促销周期承压， 

2021 上半年 冰箱市场零售额 472 亿

元，同比增长 20.4%，相比 2019 上半

年 增长 8.8%，零售量 1594 万台，同

比增长 5.9%，相比 2019 上半年增长

1.0%。 2021 第二季度 零售量为 921 

万台，同比增长 -11.3%，零售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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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亿元，同比增长 0.4%。 

洗衣机：在去年低基数水平的影响

下，上半年整体洗衣机市场呈现出双线

齐涨的局面，2021 上半年 洗衣机市场

零售量 1703 万台，同比增长 15.3%，

零售额 344 亿元，同比增长 +25.5%，

线上、线下零售额分别 同比增长

34.8%/17.2%。烟灶市场 2021 年上半

年规模同比虽然实现了大幅增长，但相

较 2019 年上半年仍有不小差距。

油烟机：2021 上半年 零售量 

1043 万台，同比增长 10.9%，相比 

2019 上半年 下滑 10.2%；零售额 157 

亿，同比增长 +22.9%，相比 2019 上

半年下滑 6.0%。 

工程机械销量同比开始下降

7 月挖掘机销量 1.73 万台，同比

下降 9.24%。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

会对 25 家挖掘机制造企业统计，2021 

年 7 月销售各类挖掘机 17345 台，同

比下降 9.24%；其中国内 12329 台，

同比下降 24.1%；出口 5016 台，同

比增长 75.6%。2021 年 1 ～ 7 月，

共销售挖掘机 241178 台，同比增长 

27.2%；其中国内 206029 台，同比增

长 19.7%；出口 35149 台，同比增长

102%。

7 月装载机销量 8763 台，同比下

降 11.5%。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对 22 家装载机制造企业统计，2021 年

7 月销售各类装载机 8763 台，同比下

降 11.5%。其中：3 吨及以上装载机销

售 8006 台，同比下降 13.6%。总销

售量中国内市场销量 5850 台，同比下

降 28.1%；出口销量 2913 台，同比

增长 64.9%。2021 年 1 ～ 7 月，共

销售各类装载机 93755 台，同比增长 

21.2%。其中：3 吨及以上装载机销售 

86322 台，同比增长 18.3%。总销售

量中国内市场销量 73061 台，同比增

长 13.4%；出口销量 20694 台，同比

增长 5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