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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防疫措施进一步优化，制造

业景气略微回升，但仍连续第六个月

低于荣枯线。2 月 1 日公布的 2023

年 1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PMI）录得 49.2，高于上月 0.2

个百分点，连续第六个月处于收缩区

间。

这一走势与统计局制造业 PMI

一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1 月制造

业 PMI 录得 50.1，高于上月 3.1 个

百分点，时隔三月重返扩张区间。

从分项数据看，在疫情影响下，

2023 年 1 月制造业生产、需求仍然

疲弱，生产指数与新订单指数在荣枯

线下略有回升，分别连续第五、六个

月位于收缩区间。产量方面，消费品

类上升，中间品类与投资品类下降。

外需方面，海外经济衰退风险增加，

新出口订单指数同样连续第六个月位

于收缩区间，不过收缩程度趋缓。

生产和需求边际好转，带动就业

指数在荣枯线下上升。受访企业反映，

减员主要是由于疫情感染率上升导致

人员无法到岗，以及部分企业在员工

自愿离职后没有填补空缺。

受原材料特别是金属价格涨价

的带动，1 月制造业购进价格指数抬

升并连续第四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受

制于市场景气度低迷与客户议价能力

强，出厂价格指数虽然有所上升，但

仍然低于临界点，只有消费品类价格

轻微上涨。

随着疫情形势好转，供应链更趋

稳定，1 月供应商供货时间指数在荣

枯线下大幅上升，这意味着供应链压

力放缓，但是由于人手短缺，物流运

输尚未完全正常化。

生产经营逐步恢复正常，企业对

未来一年前景的信心持续回升，制造

业生产经营预期指数升至 2021 年 5

月以来新高。

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喆表

示，2023 年 1 月疫情对经济的负面

影响仍然存在，供给和需求趋弱，外

需低迷，就业下降，物流亦未完全恢

复，但制造业企业乐观情绪继续提升。

此轮疫情冲击之后，加快恢复经济、

促进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正常化将是经

济工作重点，改善预期、修复信心、

增加收入、扩大消费、拉动内需则是

重要抓手。展望未来，疫情发展仍有

较强不确定性，应做好充分准备，应

对可能出现的下一波疫情冲击。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仍需高效统筹。

1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微升至 49.2
仍低于荣枯线 2022 年全年

内燃机行业降幅
较大

2022 年内燃机行业全年

累计降幅较大。终端方面，汽

车实现小幅增长，乘用车增速

放缓，商用车呈现两位数下滑；

工程机械、农机等市场仍处于

调整态势，摩托车降幅较大，

从而造成内燃机需求仍低于同

期水平。

销量总体概述：

2022 年全年内燃机完成

销 量 4315.47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14.51%；累计功率完成

276385.63 万 千 瓦， 同 比 增

长 -9.50%。

分市场用途情况：

22 年全年乘用车用完成

销售 1838.84 万台，商用车

用 218.89 万 台， 工 程 机 械

用 89.73 万 台， 农 业 机 械 用

414.13 万台，船用 3.97 万台，

发电机组用 125.30 万台，园

林机械用 164.54 万台，摩托

车 用 1442.12 万 台， 通 机 用

17.94 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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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全 年 汽 车 产 销 分 别 完

成 2702.1 万 辆 和 2686.4 万 辆，

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增长 96.9% 和

93.4%，出口突破 300 万辆，汽车

工业展现出强大发展韧性。

据 中 汽 协 统 计，2022 年， 全

国汽车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3.4% 和

2.1%，全年实现小幅增长。其中，

2022 年 12 月，汽车产销分别达到

238.3 万辆和 255.6 万辆，产量环

比下降 0.3%，销量环比增长 9.7%。

新 能 源 方 面，2022 年 12 月，

截 至 12 月 底， 全 国 累 计 发 电

装机容量约 25.6 亿千瓦，同比增长

7.8%。其中，风电装机容量约 3.7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2%；太阳能

发电装机容量约 3.9 亿千瓦，同比增

长 28.1%。

2022 年，全国 6000 千瓦及以

上电厂发电设备利用小时 3687 小

时，比上年同期减少 125 小时。全

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建设投资完

新能源汽车产销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再创历史新高，分别达到 79.5 万辆

和 81.4 万辆，同比均增长 51.8%，

市 场 占 有 率 达 到 31.8%。2022 年

全 年，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销 分 别 达 到

705.8 万辆和 688.7 万辆，同比增

长 96.9% 和 93.4%，市场占有率达

到 25.6%。

在新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中，与上

年同期相比，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

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产销继续

保持高速增长。

成 720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8%。

其 中， 核 电 67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7%。 电 网 工 程 建 设 投 资 完 成

5012 亿元，同比增长 2.0%。

根 据 国 家 能 源 局 披 露 数 据，

2022 年 国 内 新 增 并 网 风 电 装 机

37.63GW，同比减少 9.94GW，下

降幅度 21%。整体来看，2022 年国

内新增并网装机规模低于市场预期。

2023 年年底全国风电累计装机规模

将达到 4.3 亿千瓦左右，新增并网规

模将达到 65GW 左右。

光伏：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

2022 年全国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

87.41GW， 同 比 增 长 60.3%。

2023 年年底全国太阳能发电累积装

机规模达 4.9 亿千瓦左右，新增并网

规模将达到 100GW 左右。

我国汽车产销量连续 14 年稳居全球第一

国家能源局发布 2022 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

出 口 方 面，2022 年 12 月， 汽

车 企 业 出 口 32.4 万 辆， 环 比 下 降

1.9%，同比增长 45.4%。2022 年，

中国汽车出口突破 300 万辆，达到

311.1 万辆，同比增长 54.4%，有

效拉动行业整体增长。

其中，乘用车全年出口 252.9

万辆，同比增长 56.7%；商用车出

口 58.2 万辆，同比增长 44.9%。新

能源汽车出口 67.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

储 能：2022 年 新 型 储 能 装

机 规 模 翻 倍 以 上 增 长，2023 年

有 望 再 翻 倍。 根 据 CESA 储 能 应

用 分 会 初 步 统 计，2022 我 国 新

增 投 运 的 新 型 储 能 项 目 装 机 规 模

6.21GW/14.32GWh，同比增长 1.5

倍左右。据相关统计，2022 年独立

储能项目投运规模 3GW/6GWh，

几乎占据全国新型储能新增装机的半

壁江山。

展望 2023 年，国内新型储能新

增装机有望实现翻倍，独立储能继续

引领增长；从招标规模来看，2022

年国内已完成招标的新型储能项目

共计 44GWh，其中独立储能项目

规模 20.93GWh，占比 48%。预计

2023 年国内新型需求较为乐观，有

望达到 30G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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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 4.0%

2022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 84038.5 亿元，比

2021 年下降 4.0%。

2022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3792.3

亿元，比 2021 年增长 3.0%；股份

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1610.9亿元，

下降 2.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 20039.6 亿元，下

降 9.5%；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6638.4 亿元，下降 7.2%。

2022 年， 采 矿 业 实 现 利 润 总

额 15573.6 亿 元， 比 2021 年 增

长 48.6%； 制 造 业 实 现 利 润 总 额

64150.2 亿 元， 下 降 13.4%； 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实 现 利 润 总 额 4314.7 亿 元， 增 长

41.8%。

2022 年，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

业中，21 个行业利润总额比 2021

年 增 长，19 个 行 业 下 降，1 个 行

业由亏转盈。主要行业利润情况如

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利润总额

比 2021 年增长 1.10 倍，电力、热

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86.3%，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增长 44.3%，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31.2%，专用

设备制造业增长 3.4%，汽车制造业

增长 0.6%，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0.4%，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 0.2%，

化 学 原 料 和 化 学 制 品 制 造 业 下 降

8.7%，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下降 13.1%，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下降 15.5%，有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16.1%，纺织业

下降 17.8%，石油、煤炭及其他燃

料加工业下降 82.8%，黑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91.3%。

2022 年，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37.91 万 亿 元， 比

2021 年增长 5.9%；发生营业成本

116.84 万亿元，增长 7.1%；营业

收入利润率为 6.09%，比 2021 年

下降 0.64 个百分点。

2022 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资产总计 156.12 万亿元，比 2021

年 增 长 8.2%； 负 债 合 计 88.30 万

亿元，增长 8.6%；所有者权益合计

67.82 万亿元，增长 7.6%；资产负

债率为 56.6%，比 2021 年上升 0.3

个百分点。

2022 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应 收 账 款 21.65 万 亿 元， 比 2021

年增长 12.3%；产成品存货 6.04 万

亿元，增长 9.9%。

2022 年，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4.72

元，比 2021 年增加 0.91 元；每百

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为 8.20 元，比

2021 年减少 0.42 元。

2022 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每百元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92.4

元，比 2021 年减少 2.9 元；人均营

业 收 入 为 182.7 万 元， 比 2021 年

增加 13.4 万元；产成品存货周转天

数为 17.6 天，比 2021 年增加 0.9 天；

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 52.8 天，比

2021 年增加 3.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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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国家
用电产量情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2 年全年，全国家用电冰

箱 产 量 8664.4 万 台， 同 比

下 降 3.6%； 房 间 空 气 调 节

器产量 22247.3 万台，同比

增 长 1.8%； 家 用 洗 衣 机 产

量 9106.3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4.6%。

2022 年 全 年 全 国 彩 电

累计产量 19578.3 万台，同

比 增 长 6.4%； 全 国 空 调 累

计产量 22247.3 万台，同比

增 长 1.8%； 全 国 冰 箱 累 计

产 量 8664.4 万 台， 同 比 下

降 3.6%；全国洗衣机累计产

量 9106.3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4.6%。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12 月数据

2023 年 1 月 17 日，中国工程

机械工业协会发布 2022 年 12 月工

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销售快报二。据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 11 家推土

机制造企业统计，2022 年 12 月当

月销售各类推土机 584 台，同比增

长 24%，累计销售推土机 7241 台，

同比增长 4.73%。

2022 年 12 月当月销售各类平

地机 555 台，同比下降 4.31%，累

计销售平地机 7223 台，同比增长

3.33%。

2022 年 12 月 当 月 销 售 各

类 汽 车 起 重 机 1682 台， 同 比 下

降 39.1%， 累 计 销 售 汽 车 起 重 机

25942 台，同比下降 47.2%。

对 8 家 履 带 起 重 机 制 造 企 业

统 计，2022 年 12 月 当 月 销 售 各

类 履 带 起 重 机 246 台， 同 比 下 降

20.1%，累计销售履带起重机 3215

台，同比下降 19.4%。

对 16 家 随 车 起 重 机 制 造 企

业 统 计，2022 年 12 月 当 月 销 售

各 类 随 车 起 重 机 847 台， 同 比 下

降 39.9%， 累 计 销 售 随 车 起 重 机

17465 台，同比下降 31.7%。

对 25 家塔式起重机制造企业统

计，2022 年 12 月当月销售各类塔

式起重机 1334 台，累计销售塔式起

重机 21045 台。

对 33 家 叉 车 制 造 企 业 统 计，

2022 年 12 月 当 月 销 售 各 类 叉 车

76081 台，同比下降 6.15%，累计

销 售 叉 车 1047967 台， 同 比 下 降

4.68%。

对 19 家压路机制造企业统计，

2022 年 12 月 当 月 销 售 各 类 压 路

机 893 台， 同 比 下 降 14.9%， 累

计销售压路机 15092 台，同比下降

22.7%。

对 13 家摊铺机制造企业统计，

2022 年 12 月 当 月 销 售 各 类 摊 铺

机 60 台， 同 比 下 降 43.9%， 累

计销售摊铺机 1494 台，同比下降

37.1%。

对 11 家 升 降 工 作 平 台 制 造 企

业统计，2022 年 12 月当月销售各

类升降工作平台 12440 台，同比增

长 36.9%，累计销售升降工作平台

196152 台，同比增长 22.5%。

对 10 家 高 空 作 业 车 制 造 企 业

统 计，2022 年 12 月 当 月 销 售 各

类 高 空 作 业 车 176 台， 同 比 下 降

46.7%，累计销售高空作业车 3353

台，同比下降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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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球机床数据小结

尽管存在各种不利因素，但是 2022 年欧盟、意大利、

美国、德国的机床订单均保持增长。中国和日本订单需求

量呈下滑态势。

 欧盟：2022 年机床收入增加 10%

CECIMO（欧洲机床工业联合会）发表了积极但谨

慎的经济总结和展望：在 2020 年需求崩溃之后，欧洲机

床制造业在 2022 年连续第二年实现正增长，收入增长约

10%，约 250 亿欧元（约合 1850 亿人民币），超过了

2021 年。

牛津经济学表示 2022 年欧盟市场的机床消费量同比

增长 17%。到 2023 年这一增长率将放缓至 6.6% 左右。

相比之下，2022 年全球机床消费量增长 7%。反映了主

要机床购买行业在欧洲的恢复期更长，以及 2022 年欧洲

持续的高订单积压。

总结报告认为，机床行业的前景不太乐观，各国央行

提高利率以降低通胀，加之欧洲严重的能源短缺以及俄乌

战争都会影响到 2023 年的市场情况。预计 2023 年上半

年欧盟机床新订单将有所下降，但下半年将更加稳定。

 意大利：2022 年产量增加 14.6%

UCIMU（意大利机床机器人及自动化制造商协会）

在年终新闻发布会中公布了 2022 年市场数据：2022 年

意大利机床、机器人及自动化产量达到 72.55 亿欧元（约

合 530 亿人民币），与 2021 相比增长 14.6%。

发布会表示，国内市场的交付量增长了 27%，达到

39.8 亿欧元；出口达 32.75 亿欧元，比上年增长 2.5%。

值得注意的是，以 2022 年 1~8 月（最新可用数据）来看，

意大利产品出口中国市场 1.22 亿欧元，减少了 3.5%，

出口美国市场增长率最高，达 24.7%。

UCIMU 认为，尽管不确定性因素困扰着制造业市场，

但这种积极的趋势将在 2023 年延续。预测 2023 年意大

利机床、机器人及自动化产量将增至 75.65 亿欧元，与

2022 年相比增长 4.3%。

 日本：2022 年订单额比上年增长 14.2％

2022 年订单额比上年增长 14.2％，达到 1.7596 万

亿日元，创出仅次于 2018 年（1.8157 万亿日元）的历

史第二高。外需达到 1.1563 万亿日元，超过 2018 年的

1.0654 万亿日元，创出历史新高。在全球范围，汽车电

动化带来的投资持续强劲。以劳动力短缺为背景，可用 1

台机床集中多个工序的机械的需求增加。

按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增长 5.3％，增至 3769 亿

日元，连续 2 年创出历史新高。虽然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

等居家办公相关需求告一段落，但纯电动汽车和生产自动

化带来的投资一直持续。

 美国：1 ～ 10 月订单额 +0.1%，需求处于上升水平

AMT（美国制造技术协会）发布的最新《美国制造

技术订单报告》显示，10 月份，美国加工操作部门订购

了价值 4.577 亿美元（约合 32 亿人民币）的新机床，比

9 月份下降 11.6%，同比下降 19.7%。

10 月，由于联邦政府赞助的基础设施计划导致工程

机械制造商的订单增加，而暖通空调和家电制造商订单减

少。报告分析指出，2022 年 10 月是有记录以来第三高

的 10 月，订单正在恢复正常的季节性趋势，且处于上升

水平。

尽管 10 月订单额有所下降，但是整体来说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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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国固定资
产投资（不含农户）
增长 5.1%

2022 年 1 ～ 12 月 份， 全 国 固

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72138 亿元，

比上年增长 5.1%。其中，民间固定

资产投资 3101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0.9%。从环比看，12 月份固定资产

投资（不含农户）增长 0.49%。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14293

亿元，比上年增长 0.2%；第二产业

投 资 184004 亿 元， 增 长 10.3%；

第 三 产 业 投 资 373842 亿 元， 增 长

3.0%。

第二产业中，工业投资比上年增

长 10.3%。其中，采矿业投资增长

4.5%，制造业投资增长 9.1%，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

长 19.3%。

第三产业中，基础设施投资（不

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比上年增长 9.4%。其中，水利

管理业投资增长 13.6%，公共设施管

理业投资增长 10.1%，道路运输业投

资增长 3.7%，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1.8%。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比上年

增长 3.6%，中部地区投资增长 8.9%，

西部地区投资增长 4.7%，东北地区

投资增长 1.2%。

分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企业固

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5.5%，港澳

台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0.2%，

外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4.7%。

制造技术订单继续以接近创纪录的速度增长。美国 1 ～ 10

月机床订单总额为 46.7 亿美元（约合 322 亿人民币），

与 2021 的可比订单总额相比增长 0.1%。

 中国：1 ～ 10 月金切、成形机床产量分别下降 12.5%

和 15.8%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 10 月国内金属切削机

床产量为 4.3 万台，同比下降 8.5%；金属成形机床产量为

1.3 万台，同比下降 27.8%。

1 ～ 10 月国内金属切削机床累计产量为 47.1 万台，

累计下降 12.5%；金属成形机床累计产量为 15.4 万台，

累计下降 15.8%。

行业分析师表示，目前全国疫情正处在防治转换阶段，

整体影响仍比较严峻，机床行业面临的市场需求和投资偏

弱、供应链不稳定等问题也未得到根本改变，下一阶段行

业运行压力仍然较大。但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恢复，2023

年中国机床市场需求的恢复和增长依然可期。

 德国：1 ～ 9 月需求增长 26%，第四季度订单明显降温

VDW（德国机床制造商协会）表示：德国机床行业在

2022 年第三季度收到的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9%。来自

德国的订单增长了 3%，而来自国外的订单增长了 12%。

2022 年前 9 个月，需求增长了 26%。国内外订单对此的

贡献相等，分别占 25% 和 26%。

据目前数据显示，第四季度订单明显降温。德国和欧

洲尤其落后，而受能源危机影响不大的亚洲和美洲表现将

更加稳健。尽管如此，德国 2022 年机床依然可以实现产

量的整体增长，原因在于大量积压订单将确保产量保持高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