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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俄乌战争爆发后，

欧洲陷入能源危机。为摆脱对俄罗斯

的能源依赖，多个国家大举从中国进

口光伏产品。海关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共计出口光伏组件 154.8 吉

瓦，同比增长 74%；其中对欧洲出

口规模最大，达到 86.6 吉瓦，增速

为 114.9%。在 2023 年上半年，中

国又对欧洲出口光伏组件 62.4 吉瓦。

财新网 10 月 19 日消息，光伏

组件价格持续下跌，最新报价跌破市

场预期，首次在央企招标项目中报出

1 元 / 瓦以下低价。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协会硅业分会 10 月 19 日消息，

华电集团 2023 年第三批光伏组件集

采 18 日开标，其中 P 型最低投标价

格，已跌至 0.993 元 / 瓦。

中国光伏组件产能约占全球八

成，全球排名前十的组件供应商中，

中国企业占前九位。中国组件企业约

有一半以上产品销往海外，美国是全

球仅有的高利润市场。2022 年，天

合光能毛利率最高的市场就是美国，

达到 16%，中国和欧洲市场的毛利

率分别为 13.5%、12%。

当前，光伏企业销往美国的产品，

售价较中国翻番。9 月第一周（9 月

1 日至 9 月 7 日），据光伏资讯机构

InfoLink 数据，美国光伏组件市场价

格约 0.3 ～ 0.45 美元 / 瓦（约合人

民币 2.18 ～ 3.27 元 / 瓦），中国组

件出厂价格约 1.15 ～ 1.32 元 / 瓦，

欧洲现货价格约 0.15 ～ 0.165 欧元

/ 瓦（约合人民币 1.17 ～ 1.29 元 /

瓦）。

美 国 光 伏 市 场 需 求 火 热。 美

国 光 伏 产 业 协 会 9 月 7 日 预 计，

2023 年美国新增产能将达到创纪录

的 32GW，较 2022 年增长 52%。

2022 年 8 月美国发布《通胀削减法

案》（IRA）激励本土向清洁能源转型，

并通过丰厚且明确的补贴，鼓励本土

欧洲光伏产品库存高企 中国出口企业转战“一带一路”

制造。其中，光伏组件补贴额度最高，

达到 7 美分 / 瓦（约合人民币 0.48

元 / 瓦），补贴幅度为美国当前光伏

组件均价的 20%。

受 IRA 刺激，美国本土光伏产

能建设掀起热潮。据美国光伏产业协

会（SEIA）数据，目前美国光伏领

域吸引投资 1000 亿美元，已公告的

硅片、电池、组件规划产能分别达到

19.6GW、43.2GW、85.1GW。

2022 年美国组件产能仅 8 吉瓦。如

果这些工厂公告成为现实，到 2026 

年，美国光伏组件产量将是现在十倍。

9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实际增长 4.5%（增加值增速均为

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从

环比看，9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上月增长 0.36%。1 ～ 9 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0%。

分三大门类看，9 月份，采矿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5%，制造业增长

5.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增长 3.5%。

分经济类型看，9 月份，国有控

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9%；股份

制企业增长 5.6%，外商及港澳台商

投资企业增长 0.4%；私营企业增长

3.3%。

分行业看，9 月份，41 个大类

行业中有 26 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

比增长。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

长 1.4%，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

2023 年 9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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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车长客官微 10 月 17 日发布，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期间，10 月 17 日，中国中车

旗下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车长客”）与塞尔维

国家能源局 10 月 16 日发布 9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9 月份，

全社会用电量 7811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9.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

10 月 13 日， 韩 国 机 构 SNE 

Research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前八个月，全球动力电池总装车量

为 429 吉瓦时（GWh），同比增长

48.9%；在除中国之外全球其他市

亚建设、交通和基础设施部正式签署

了塞尔维亚高速动车组车辆采购商务

合同，是中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走

出去”的重大突破。

此次签约列车为动力分散型电力

电量 11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6%；

第二产业用电量 5192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8.7%；第三产业用电量

146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9%；

场，动力电池总装车量为 197.6 吉

瓦时，同比增长 58.9%。其中，宁

德时代仍然排名第一，全球市场份额

为 36.9%；其中在海外市场，宁德

时代装车量同比增涨 111.1%，市场

中国高速动车组首次出口欧洲 匈塞铁路项目签约

9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9.9%

宁德时代海外市场装车量翻倍增长

动车组，包括 20 辆（5 列）高速动

车组，车辆采用 4 辆编组（2 动 2 拖），

最高运营时速 200 公里，计划将于

2025 年投入使用。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035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6.6%。1~9 月，全社

会用电量累计 68637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5.6%。　　

份额提升至 27.7%。电池成本越来

越重要，很多海外车企转向价格低廉

的磷酸铁锂电池，中国企业具备优势。

　

3.4%，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 1.2%，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 2.7%，

纺织业增长 0.8%，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13.4%，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下降 1.7%，黑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9.9%，有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8.4%，通

用设备制造业同比持平，专用设备

制造业增长 1.6%，汽车制造业增长

9.0%，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

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 2.6%，电气

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11.5%，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

长 4.5%，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增长 4.6%。

分产品看，9 月份，620 种产品

中有 337 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钢

材 11782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5.5%；

水泥 18887 万吨，下降 7.2%；十

种有色金属 642 万吨，增长 7.3%；

乙 烯 264 万 吨， 增 长 5.7%； 汽 车

283.3 万辆，增长 3.4%，其中新能

源汽车 84.7 万辆，增长 12.5%；发

电量 7456 亿千瓦时，增长 7.7%；

原 油 加 工 量 6362 万 吨， 增 长

12.0%。

9 月份，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

97.4%，同比下降 0.4 个百分点；

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 13683 亿

元，同比名义下降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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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 9 月， 全 国 造 船

完工量 3074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0.6%，其中海船为 1129 万修正

总吨；新承接船舶订单量 5734 万

载重吨，同比增长 76.7%，其中海

船为 2161 万修正总吨。截至 9 月

底，手持船舶订单量 13393 万载重

吨，同比增长 30.6%，其中海船为

9 月，市场进入传统旺季，需求

及销量持续释放，加之各种促销费、

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内燃机 9 月

销量总体延续上月增长态势，累计销

量与同期比基本持平。终端方面，乘

用车市场销量逐步恢复，商用车持续

回暖，农机、工程等市场销量仍面临

较严峻的形势。

分市场用途情况： 9 月，在分

用途市场可比口径中，除发电用、园

林用、通机用外各分类用途均环比增

长。具体为：乘用车用增长 9.46%，

5797 万修正总吨，出口船舶占总量

的 93.3%。

1 ～ 9 月，我国造船完工量、新

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

分别占全球总量的 48.7%、68.5%

和 54.7%， 以 修 正 总 吨 计 分 别 占

46.0%、63.5% 和 50.2%，均位居

世界第一。

商用车用增长 22.91%，工程机械

用 增 长 8.96%， 农 业 机 械 用 增 长

14.44%，船用增长 4.65%，发电机

组用增长 -29.62%，园林机械用增

长 -4.20%，摩托车用增长 1.88%，

通机用增长 -37.27%。

与 上 年 同 期 比， 除 商 用 车 用

外 各 分 类 用 途 同 比 下 降。 具 体

为： 乘 用 车 用 增 长 -0.17%， 商

用车用增长 32.82%，工程机械用

增 长 -7.08%， 农 业 机 械 用 用 增

长 -32.93%，船用增长 -23.60%，

2023 年前三季度我国造船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

2023 年 9 月内燃机行业销量综述

2023 年前三季度，造船产业集

中度保持在较高水平，造船完工量前

10 家企业占全国 64.3%，新承接订

单量前 10 家企业占全国 62.5%，

手 持 订 单 量 前 10 家 企 业 占 全 国

61.2%。

发电机组用增长 -25.80%，园林机

械 用 增 长 -11.01%， 摩 托 车 用 增

长 -3.93%，通机用增长 -60.02%。

  与上年累计比，除农机、园林、

摩托车、通机外其他各分类用途均

为正增长。具体为：乘用车用增长

2.36%，商用车用增长 15.33%，工

程机械用增长 0.24%，农业机械用

用增长 -16.86%，船用增长 6.48%，

发电机组用增长 16.17%，园林机

械 用 增 长 -14.18%， 摩 托 车 用 增

长 -0.91%，通机用增长 -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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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乘用车市场零售达

到 201.8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5.0%，

环比增长 5.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

1523.3 万辆，同比增长 2.4%。

今年 9 月车市零售环比走势平

稳，在 8 月创出当月历史新高的情

况下，9 月零售低于 2017 年 9 月的

历史高点 219 万约 9%。9 月车市季

度冲刺目标驱动促销明显走强，燃油

车和新能源车促销均环比增大，购车

消费需求有所释放。

国家层面针对汽车行业的政策指

引频出，旨在进一步稳定和扩大汽车

消费。商务部推动“百城联动”汽车

节和“千县万镇”新能源汽车消费季

活动效果显现，各地车展及发放消费

券等丰富多彩的促消举措，对提振消

费信心有较好的增进效果。

9 月自主品牌零售 107 万辆，

同比增长 20%，环比增长 7.9%。

2023 年 9 月自主品牌国内零售份额

为 53.4%，同比增长 6.4 个百分点；

2023 年自主品牌累计份额 51%，相

对于去年同期增加 4.9 个百分点。9

月自主品牌批发市场份额 56.6%，

较去年同期增 6.3 个百分点；自主品

牌在新能源市场和出口市场获得明显

增量，头部传统车企转型升级表现优

异，比亚迪汽车、长安汽车、吉利汽

车等传统车企品牌份额提升明显。

9月主流合资品牌零售67万辆，

同比下降 12%，环比增长 4%。9 月

的德系品牌零售份额 20.2%，同比

下降 0.9 个百分点，日系品牌零售份

额 16.6%，同比下降 1.1 个百分点。

美系品牌市场零售份额达到 7.3%，

同比下降 3.3 个百分点。

9 月豪华车零售 27 万辆，同比

下降 7%，环比下降 4%。去年受芯

片供给短缺影响的豪车缺货问题逐步

改善，豪车市场走势相对平稳。

出口：今年总体汽车出口延续去

年年末强势增长特征。乘联会统计口

径下的 9 月乘用车出口（含整车与

CKD）35.7 万辆，同比增长 50%，

环比增长 8%。1 ～ 9 月乘用车出口

267.7 万辆，同比增长 68%。9 月

新能源车占出口总量的 25.4%。随

着出口运力的提升，9 月自主品牌出

口达到 29.7 万辆，同比增长 46%，

环比增长 5%；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

6.1 万辆，同比增长 80%。 

生产：9 月乘用车生产 243.1 万

辆，同比增长 2.8%，环比增长 8.7%。

由于市场竞争已发生结构性变化，企

业生产极其谨慎。其中豪华品牌生

产同比下降 17%，环比下降 11%；

合资品牌生产同比下降 10%，环比

增长 19%；自主品牌生产同比增长

17%，环比增长 8%。

库存：9 月厂商生产增产慢，而

零售回暖，推动渠道库存改善，形成

了厂商产量低于批发 1.8 万辆，而厂

商国内批发高于零售 7 万辆的去库存

走势。厂家与渠道从去年 12 月到今

年 9 月持续去库存 55 万辆从而减缓

了渠道库存压力。

新能源：9 月新能源乘用车生产

9 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达 82.9 万辆，同比增长 23%

达到 79.8 万辆，同比增长 10.7%，

环比增长 1.2%。今年以来累计生产

590.0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31.8%。9

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达到 82.9

万辆，同比增长 23.0%，环比增长

4.2%。今年以来累计批发 590.4 万

辆，同比增长 36.0%。9 月新能源

车 市 场 零 售 74.6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22.1%， 环 比 增 长 4.2%。 今 年 以

来累计零售 518.8 万辆，同比增长

33.8%。

批发：9 月新能源车厂商批发

渗 透 率 33.9%， 较 2022 年 9 月

29.3% 的 渗 透 率 提 升 4.5 个 百 分

点。9 月，自主品牌新能源车渗透率

49.9%；豪华车中的新能源车渗透

率 31.1%；而主流合资品牌新能源

车渗透率仅有 5.8%。

9 月乘用车批发销量超两万辆

的车型有 26 个：比亚迪宋 62840

辆、Model Y 53249 辆、比亚迪秦 

45072 辆、比亚迪海鸥 40092 辆、

比 亚 迪 海 豚 32927 辆、 比 亚 迪 元 

32856 辆、 速 腾 30661 辆、 朗 逸 

29895 辆、哈弗 H6 27824 辆、埃

安 Y 27496 辆、轩逸 27198 辆、博

越 24791 辆、长安 CS75 24560 辆、

瑞虎 7 23486 辆、凯美瑞 23340 辆、

CR-V 22962 辆、比亚迪汉 22794

辆、锋兰达 22628 辆、思域 22584

辆、 五 菱 缤 果 22006 辆、 埃 安 S 

21546 辆、帝豪 20874 辆、瑞虎 8 

20847 辆、Model 3 20824 辆、 帕

萨特 20114 辆、星越 20035 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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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销量
情况：挖掘机销量同比下降 32.6%

中新能源位列总体乘用车车型销量前

6 位，优势地位明显。

零售：9 月新能源车国内零售

渗透率 36.9%，较去年同期 31.8%

的 渗 透 率 提 升 5.1 个 百 分 点。9

月，自主品牌中的新能源车渗透率

59.4%；豪华车中的新能源车渗透

率 24.0%；而主流合资品牌中的新

能源车渗透率仅有 6.2%。从月度国

内零售份额看，9 月主流自主品牌新

能源车零售份额 72.1%，同比提升

2.1 个百分点；合资品牌新能源车份

额 5.8%，同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

新势力份额 14%，同比下降 1.3 个

百分点；特斯拉份额 5.8%，同比下

降 0.6 个点。

出 口：9 月 新 能 源 乘 用 车 出

口 9.1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107%， 环

比 8 月 增 长 16%， 占 乘 用 车 出 口

25.4%；其中纯电动占比新能源出

口的 94.7%，A0+A00 级纯电动出

口占新能源出口的 48%。伴随着中

国新能源的规模优势和市场扩张需

求，中国制造新能源产品品牌越来越

多地走出国门，在海外的认可度持续

提升，以及服务网络的不断完善，由

此新能源出口市场仍然向好，前景可

期。9 月厂商出口方面，特斯拉中国

30566 辆、比亚迪汽车 28039 辆、

上 汽 乘 用 车 12678 辆、 吉 利 汽 车

5026 辆、东风乘用车 4028 辆、智

马达汽车 2146 辆、哪吒汽车 1473

辆、创维汽车 1420 辆、长城汽车

791 辆、小鹏汽车 766 辆、上汽通

用五菱 597 辆、广汽传祺 536 辆、

广汽埃安 527 辆。从自主出口的海

外市场零售数据监控看，A0 级电动

车占比达 60%，是出口绝对主力，

上汽等自主品牌在欧洲表现较强，比

亚迪在东南亚市场崛起。除了传统出

口车企的靓丽表现，近期新势力出口

也逐步启动，海外市场也有数据开始

显现。

车企：9 月新能源乘用车企业总

体走势较强，比亚迪纯电动与插混双

驱动夯实自主品牌新能源领先地位；

以长安、上汽、广汽、吉利等为代表

的传统车企在新能源板块表现尤为顽

强。在产品投放方面，随着自主车企

在新能源路线上的多线并举，市场基

盘持续扩大，厂商批发销量突破万

辆的企业达到 17 家（环比增 2 家，

同比增 2 家），占新能源乘用车总

量 88.4%（上月 87.2%，去年同期

83.2%）。其中：比亚迪 286903 辆、

特 斯 拉 中 国 74073 辆、 吉 利 汽 车

53692 辆、广汽埃安 51596 辆、长

安汽车 42812 辆、理想汽车 36060

辆、上汽通用五菱 29129 辆、上汽

乘用车 27057 辆、长城汽车 21868

辆、小鹏汽车 16076 辆、零跑汽车

15800 辆、蔚来汽车 15641 辆、上

汽大众 15014 辆、奇瑞汽车 13385

辆、哪吒汽车 13211 辆、华晨宝马

10038 辆、上汽通用 10005 辆。

新势力：9 月新势力零售份额

14%，同比下降 1.3 个百分点；理

想、零跑等新势力车企销量同比和环

比表现总体仍较强。主流合资品牌

中 , 南北大众强势领先，新能源车批

发 24189 辆，占据主流合资纯电动

51% 强份额，大众坚定的电动化转

型战略初见成效。其他合资与豪华品

牌仍待发力。

2023 年 9 月，工程机械行业运

行平稳，随车起重机、工业车辆销量

同比增长，挖掘机、装载机、平地机、

汽车起重机、履带起重机、塔式起重

机、压路机、摊铺机、升降工作平台、

高空作业车等 10 大品类工程机械销

量同比下降。

挖 掘 机：2023 年 9 月 销 售

各 类 挖 掘 机 14283 台， 同 比 下 降

32.6%，其中国内 6263 台，同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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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40.5%；出口 8020 台，同比下

降 24.8%。

2023 年 1 ～ 9 月，共销售挖掘

机 148812 台，同比下降 25.7%；

其 中 国 内 68075 台， 同 比 下 降

43.3%；出口 80737 台，同比增长

0.54%。

装 载 机：2023 年 9 月 销 售

各 类 装 载 机 7689 台， 同 比 下 降

20.5%。其中国内市场销量 4237 台，

同比下降 24.2%；出口销量 3452 台，

同比下降 15.4%。

2023 年 1 ～ 9 月，共销售各类

装载机 78104 台，同比下降 15%。

其中国内市场销量 41414 台，同比

下降 30.2%；出口销量 36690 台，

同比增长 12.7%。

2023 年 1 ～ 9 月 共 销 售 电 动

装 载 机 2100 台（3 吨 8 台，5 吨

1602 台，6 吨 490 台），其中 9 月

销售 435 台。

平 地 机：2023 年 9 月 当 月 销

售 各 类 平 地 机 520 台， 同 比 下 降

15%，其中国内 68 台，同比下降

21.8%； 出 口 452 台， 同 比 下 降

13.9%。2023 年 9 月 当 月 销 售 各

类汽车起重机 1650 台，同比下降

15.7%，其中国内 1083 台，同比下

降 18.8%；出口 567 台，同比下降

9.28%。

履带起重机：2023 年 9 月当月

销售各类履带起重机 261 台，同比

下降 13%，其中国内 97 台，同比

下降 41.2%；出口 164 台，同比增

长 21.5%。

随车起重机：2023 年 9 月当月

销售各类随车起重机 1764 台，同比

增长 40.8%，其中国内 1403 台，

同比增长 66.2%；出口 361 台，同

比下降 11.7%。

塔式起重机：2023 年 9 月当月

销售各类塔式起重机 1314 台，同比

下降 28.1%，其中国内 1158 台，

同比下降 34.2%；出口 156 台，同

比增长 129%。

工 业 车 辆：2023 年 9 月 当 月

销售各类叉车 99946 台，同比增长

16.3%，其中国内 66279 台，同比

增长 19.5%；出口 33667 台，同比

增长 10.5%。

压 路 机：2023 年 9 月 当 月 销

售各类压路机 1014 台，同比下降

24.9%，其中国内 482 台，同比下

降 25.3%；出口 532 台，同比下降

24.5%。

摊 铺 机：2023 年 9 月 当 月

销售各类摊铺机 86 台，同比下降

32.3%， 其 中 国 内 74 台， 同 比 下

降 34.5%； 出 口 12 台， 同 比 下 降

14.3%。

升降工作平台：2023 年 9 月当

月销售各类升降工作平台15189台，

同比下降 7.68%，其中国内 9245 台，

同比下降 19.1%；出口 5944 台，

同比增长 18.4%。

高空作业车：2023 年 9 月当月

销售各类高空作业车 320 台，同比

下降 2.74%，其中国内 293 台，同

比下降 5.79%；出口 27 台，同比增

长 5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

9 月 全 国 空 调 产 量 1611.4 万 台，

同比下降 9.7%;1 ～ 9 月累计产量

19366.2 万台，同比增长 13.7%。

9 月全国冰箱产量 885.1 万台，

同比增长 13.2%;1 ～ 9 月累计产量

7182.4 万台，同比增长 13.6%。

9 月全国冷柜产量 218.3 万台，

同比增长 14.2%;1 ～ 9 月累计产量

1880.1 万台，同比增长 10.7%。

9 月 全 国 洗 衣 机 产 量 1035.0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24.2%;1 ～ 9 月

2023 年 9 月中国家电产量出炉，冰箱、冷柜、洗衣机同比增长

累 计 产 量 7495.7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21.9%。

9 月 全 国 彩 色 电 视 机 产

量 1801.1 万 台， 同 比 下 降

14.1%;1 ～ 9 月累计产量 14423.8

万台，同比增长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