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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中国制造业需求连续第三

个月扩张，但外需疲弱导致制造业企

业减少供给，制造业景气度回落。

11 月 1 日 公 布 的 2023 年 10

月 财 新 中 国 制 造 业 采 购 经 理 指 数

（PMI）录得 49.5，较 9 月下降 1.1

个百分点，重回收缩区间。

这 一 走 势 与 国 家 统 计 局 制 造

业 PMI 一致。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 2023 年 10 月 制 造 业 PMI 录 得

49.5，较 9 月回落 0.7 个百分点，

亦落至荣枯线下。

从分项指数看，10 月制造业需

求缓慢扩张、供给收缩。制造业新订

单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

但增幅放缓，显示需求扩张速度减缓。

新出口订单指数仍然低于荣枯线，企

业普遍表示，全球经济疲软叠加高物

价，导致海外市场销售受挫，制造业

企业相应减少供给，生产指数降至荣

枯线以下。

市场景气度走弱，加上削减成本

的需要，制造业企业继续选择减少用

工，就业指数过去八个月内第七次录

得收缩区间。据调查企业反映，消费

品、投资品、中间品生产企业用工情

况均有所恶化。

产量下降、客户需求相对低迷，

企业采购量下降，因此原材料库存有

所减少。由于销售不及预期以及发货

付运延误，产成品库存显著增加。

10 月制造业购进价格指数和出

厂价格指数双双位于扩张区间，但加

价幅度不大。成本端压力的增加来自

原材料和原油价格的上涨；销售价格

上涨更多来自成本的传导，考虑到市

场需求仍较薄弱，企业提价空间有限。

10 月制造业生产经营预期指数

在扩张区间小幅下降。对生产前景持

乐观预期的企业普遍提到新产品发

布、开拓新出口市场、经济有望转强

等因素；其它企业则担心外需疲弱和

整体市场状况仍欠佳。

10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录得 49.5 新订单指数连续
三月高于荣枯线 

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喆表

示，10 月制造业景气度不高，内需

维持扩张态势但速度渐缓，供给、就

业、外需均不同程度下降。三季度经

济出现筑底回升迹象，不过目前经济

恢复基础仍不稳固。政策层面，在前

期多项促消费、扩投资、稳预期政策

基础上，中央日前决定增发 1 万亿

元国债，用于支持灾后重建和提升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这部分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将有助于稳经济大盘，但对居

民收入增加以及就业和预期改善的传

导效应还需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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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

2023 年 10 月份全球制造业 PMI 为

47.8%，较上月下降 0.9 个百分点，

结束连续 3 个月环比上升走势，连

续 13 个月运行在 50% 以下，全球

制造业呈现波动下行态势。分区域

看，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制造业

PMI 较上月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

中，亚洲制造业 PMI 仍在 50% 以上；

欧洲、美洲和非洲制造业 PMI 均在

50% 以下。

欧洲制造业弱势下行，PMI 小

幅下降

2023 年 10 月份，欧洲制造业

PMI 为 44.6%，较上月下降 0.5 个

百分点，环比由升转降，连续 15 个

月在 50% 以下。从主要国家来看，

德国和英国制造业 PMI 较上月有不

同程度上升，但均在较低水平，法

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制造业 PMI 比

上月均有较为明显的下降，降幅超过

1 个百分点。

数据变化显示，欧洲制造业继续

弱势运行，下行压力没有缓解。持续

的加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欧元区通

胀的压力。今年 10 月欧元区通胀率

从 9 月的 4.3% 降至 2.9%，通胀率

的快速下降有去年能源和食品价格高

基数的影响。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

价格的核心通胀率为 4.2%。同时，

高利率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有所显

现，欧元区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的风

险正在增加。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

今年第三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下降 0.1%。在过去的四

个季度中，欧元区经济已经有三个季

度未实现环比增长。10 月欧元区经

济信心指数为 93.3，连续第 6 个月

下降，显示欧元区未来经济预期趋于

谨慎。为了不继续扩大高利率对经济

的负面影响，日前欧洲央行决定维持

三大关键利率不变，但没有表达降息

的可能性。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对未来

能源价格的潜在影响是欧洲央行不考

虑降息的主要因素。

美洲制造业恢复力度减弱，PMI

由升转降

2023 年 10 月份，美洲制造业

PMI 为 47.2%，较上月下降 1.7 个

百分点，结束连续 3 个月环比上升走

势，显示美洲制造业恢复力度有所减

弱。主要国家数据显示，加拿大和墨

西哥制造业 PMI 较上月有不同程度

上升；美国和巴西制造业 PMI 较上

月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美国制造

业 PMI 环比降幅超过 2 个百分点。

ISM 报告显示，10 月，美国制

10 月全球制造业 PMI 为 47.8%，指数由升转降，全球经济波动下行

造业恢复力度减弱，制造业 PMI 为

46.7%，较上月下降 2.3 个百分点。

分项指数变化显示，美国制造业生产

和需求增速较上月均有明显放缓。生

产指数降幅超过 2 个百分点，但仍

在 50% 以上；新订单指数降幅超过

3 个百分点，降至 45% 左右。美国

制造业就业增速放缓尤为明显。从业

人员指数降幅超过 4 个百分点，降

至 46% 左右。从指数变化看，汽车

工人罢工对 10 月美国就业活动影响

较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制

造业供需的恢复。美国制造业恢复力

度的减弱使得美联储年底前继续加息

的概率有所降低。目前美联储将联邦

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5.25% 至

5.5% 的水平不变。

非洲制造业下行压力加大，PMI

持续下降

2023 年 10 月份，非洲制造业

PMI 为 47.4%，较上月下降 1 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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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

分点，连续 5 个月运行在 50% 以下，

连续 2 个月环比下降。从主要国家看，

尼日利亚、南非和埃及制造业 PMI

较上月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受全球经

济波动影响，非洲制造业下行压力有

所加大。非洲经济恢复要依赖世界经

济的稳定复苏。除此之外，非洲各国

要努力控制过快上涨的通胀压力，化

解货币贬值带来的债务危机。在此基

础上，非洲各国应充分利用好非洲大

陆自贸区协定，加强区域内合作，继

续推进非洲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同

时，非洲各国应转变思维，推进经济

结构多元化，降低低端产业比重，提

升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提高非洲在

全球价值链的地位。

亚洲制造业增速放缓，PMI 小

幅下降

2023 年 10 月份，亚洲制造业

PMI 为 50.3%，较上月下降 0.5 个

百分点，结束连续 3 个月上升走势，

连续 10 个月在 50% 以上，显示亚

洲制造业保持增长态势，增速较上月

有所放缓。从主要国家看，受市场需

求季节性波动影响，中国制造业增速

有所放缓，制造业 PMI 较上月有所

下降，降至 49.5%；印度制造业增

速连续放缓，制造业 PMI 连续 2 个

月环比下降，但仍在 55% 以上，显

示印度制造业保持强劲增长；从东盟

主要国家看，菲律宾和新加坡制造业

PMI 较上月有不同程度上升；马来

西亚制造业 PMI 与上月持平，仍在

47% 以下；印尼、泰国和越南制造

业 PMI 较上月有不同程度下降；日

本和韩国制造业 PMI 较上月一升一

降，变动幅度不大，均在 50% 以下。

从指数对比看，亚洲制造业走势

较其他区域相对稳定，也是全球经济

复苏的重要支撑力量。从经济增速

看，亚洲区域的经济增速也快于其

他区域。国际金融论坛预测 2023 年

全球经济增速为 3.1% 左右。其中，

60% 的贡献率将由亚洲发展中国家

带来。该报告预计今明两年亚洲发展

中国家经济增速均将达到 5.2%。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

2023 年 10 月，进入金秋十月，多

地车展与促销活动火热进行，各大车

企新车型持续发布，进店客流显著增

加，进一步拉动汽车消费。继重迎“金

九”旺季之后，10 月车市热度继续，

汽车销量与 9 月基本持平，环比略降，

同比较快增长，“银十”成色十足。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恢复向

好，特别是三季度以来，随着组合政

策发力显效，主要经济指标企稳回升

态势明显，经济运行中累积的积极因

素在增多，市场预期稳定向好，为实

现全年发展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进入金秋十月，多地车展与促销

活动火热进行，各大车企新车型持续

发布，进店客流显善增加进一步拉动

汽车消费。继重迎“金九”旺季之后，

10 月车市热度继续，汽车销量与 9

月基本持平环比略降，同比较快增长，

“银十”成色十足。其中，乘用车产

销伴随消费回暖继续保持良好势头商

用车产销在物流行业升温等因素拉动

下展现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和汽车

出口依然呈现较快增长。

我们预计，伴随国家稳定经济增

长的政策效应不断累积显现，加之地

方购车补贴、促销活动等措施延续，

以及年底翘尾效应，四季度需求将持

续增长，汽车行业有望较好完成全年

目标。

汽车产销同比呈两位数增长

10 月， 汽 车 产 销 分 别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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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1 万辆和 285.3 万辆，产量环

比增长 1.5%，销量环比下降 0.2%，

同比分别增长 11.2% 和 13.8%。汽

车产销量继 9 月后再创当月历史同

期新高。

1 ～ 10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401.6 万辆和 2396.7 万辆，同比

分别增长 8% 和 9.1%，生产增速较

1 ～ 9 月提升 0.7 个百分点，销售增

速较 1 ～ 9 月提升 0.9 个百分点。

10 月，汽车国内销量 236.5 万

辆，环比下降 2% 同比增长 9%; 汽

车出口 48.8 万辆，环比增长 9.8%，

同比增长 44.2%。

1 ～ 10 月， 汽 车 国 内 销 量

2004.5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2.7%;

汽 车 出 口 392.2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59.7%。

乘用车产销同比环比双增长

10 月， 乘 用 车 产 销 分 别 完 成

251.3 万辆和 248.8 万辆，环比分

别增长 0.7% 和 0.02%，同比分别

增长 7.6% 和 11.4%。

1 ～ 10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

成 2073.1 万辆和 2066.4 万辆，同

比分别增长 6% 和 7.5%。

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快速增

长

中国品牌乘用车 (10 月 ) 销量 : 

148.5 万辆，同比增长 25.1%；市

场份额 : 59.7%，上升 6.6 个百分点；

中国品牌乘用车 (1 ～ 10 月 )；销量 : 

1142.6 万辆，同比增长 22.2%；市

场份额 : 55.3%，上升 6.6 个百分点。

高端品牌乘用车环比小幅下降，

同比小幅增长

10 月，国内生产的高端品牌乘

用车销量完成 37.9 万辆，环比下降

9.7%，同比增长 6.8%。

1 ～ 10 月，国内生产的高端品

牌乘用车销量完成 361.5 万辆，同

比增长 14.7%。

1 ～ 10 月，传统燃油乘用车中，

C 级和 D 级车同比均呈正增长，B

级及以下车型同比呈不同程度下降。

目前销量仍主要集中在 A 级，

累 计 销 量 781.4 万 辆， 同 比 下 降

3.7%。

1 ～ 10 月，新能源乘用车中，

随着车型品种的丰富，新车型的大量

上市，车型价格下探等因素影响，

A00 级车同比明显下降，其他各级

别销量同比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中 D

级车由于同期低基数影响涨幅最大，

达 2.8 倍。目前销量仍主要集中在 A

级，累计销量 275.4 万辆，同比增

长 49.7%。

1 ～ 10 月，传统燃油乘用车中，

35万以上价格区间同比均呈正增长，

其中 35-40 万价格区间涨幅最大 .

目前销量仍主要集中在 10 ～ 15

万价格区间，累计销量 473.9 万辆，

同比下降 2.6%。

1 ～ 10 月，新能源乘用车中，

除 8 万以下、25 ～ 30 万同比下降

外，8 万～ 25 万、30 万以上价格区

间同比均呈正增长，其中 35 ～ 40

万价格区间销量涨幅最大。目前销

量仍主要集中在 15 ～ 20 万价格区

间，累计销量 222.3 万辆，同比增

长 61.4%。

商用车产销同比两位数增长

10 月， 商 用 车 产 销 分 别 完 成

37.8 万辆和 36.5 万辆，产量环比增

长 6.9%，销量环比下降 1.7%; 同比

分别增长 42.7% 和 33.4%。在商用

车主要品种中，与上月相比，客车、

货车产量呈小幅增长，销量呈小幅下

降 ; 与上年同期相比，客车、货车产

销均呈两位数增长。

1 ～ 10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

成 328.6 万辆和 330.3 万辆，同比

分别增长 22.1% 和 19.8%。在商用

车主要品种中，与上年同期相比，客

车、货车产销均呈两位数较快增长。

10 月， 商 用 车 国 内 销 量 29.8

万 辆， 环 比 下 降 3.4%， 同 比 增 长

38.5%; 商用车出口 6.7 万辆，环比

增长 6.7%，同比增长 14.5%。

1 ～ 10 月， 商 用 车 国 内 销 量

268.7 万辆，同比增长 18%; 商用车

出口 61.6 万辆，同比增长 28.3%。

10 月，商用车中货车产销分别

完成 33.3 万辆和 32.2 万辆，产量

环比增长 7.4%，销量环比下降 1.2%

同比分别增长 47.8% 和 35.2%。客

车产销分别完成 4.5 万辆和 4.3 万

辆，产量环比增长 3.4%，销量环比

下降 5.6%，同比分别增长 14.3%

和 21.2%。

1 ～ 10 月，货车产销分别完成

289.2 万辆和 291.4 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 22.1% 和 19.5%。客车产销

分别完成 39.3 万辆和 38.9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21.7% 和 22.2%。

新能源产销持续双增长

10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98.9 万辆和 95.6 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 29.2% 和 33.5%，市场占有

率达到 33.5%。

1 ～ 10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 735.2 万辆和 728 万辆，同

比分别增长 33.9% 和 37.8%，市场

占有率达到 30.4%。



12 OBSERVATION 观察

金属板材成形  2023.11

10 月， 新 能 源 汽 车 国 内 销 量

83.2 万辆，环比增长 2.9%，同比

增长 37.3%; 新能源汽车出口 12.4

万辆，环比增长 29.3%，同比增长

12.8%。

1 ～ 10 月，新能源汽车国内销

量 628.5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31.4%;

新能源汽车出口 99.5 万辆，同比增

长 99.1%。

重点企业 (集团 )增速有所提升

1 ～ 10 月，汽车销量排名前十

位的企业集团销量合计为 2042.4 万

辆，同比增长 6.5%，占汽车销售总

量的 85.2%，低于上年同期 2 个百

分点。

1 ～ 10 月， 新 能 源 汽 车 销 量

排名前十位的企业集团销量合计为

632.1 万辆，同比增长 49.6%，占

新能源汽车销售总量的 86.8%，高

于上年同期 6.9 个百分点。

重点企业 (集团 ) 国内销量同比

微增

1 ～ 10 月， 国 内 汽 车 销 量 排

名 前 十 位 的 企 业 集 团 销 量 合 计 为

1731.9 万辆，同比增长 0.7%，占

汽车销售总量的 86.4%，低于上年

同期 1.7 个百分点。

汽车出口同比快速增长

10 月， 汽 车 出 口 48.8 万 辆，

环比增长 9.8%，同比增长 44.2%。

分车型看，乘用车出口 42.1 万辆，

环比增长 10.4%，同比增长 50.5%;

商 用 车 出 口 6.7 万 辆， 环 比 增 长

6.7%， 同 比 增 长 14.5%。1 ～ 10

月，汽车出口 392.2 万辆，同比增

长 59.7%。 分 车 型 看， 乘 用 车 出

口 330.6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67.3%;

商 用 车 出 口 61.6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28.3%。

10 月，传统燃油汽车出口 36.4

万 辆， 环 比 增 长 4.5%， 同 比 增 长

59.3%; 新 能 源 汽 车 出 口 12.4 万

辆， 环 比 增 长 29.3%， 同 比 增 长

12.8%。

1 ～ 10 月，传统燃油汽车出口

292.7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49.6%; 新

能源汽车出口 99.5 万辆，同比增长

99.1%。

10 月纯电动汽车出口 11.5 万

辆， 环 比 增 长 24.6%， 同 比 增 长

13.8%; 插混汽车出口 0.9 万辆，环

比增长 1.5 倍，同比增长 0.8%。

1 ～ 10 月，纯电动汽车出口 92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 ; 插混汽车出

口 7.5 万辆，同比增长 41.7%。

10 月， 在 整 车 出 口 的 前 十 位

企 业 中， 上 汽 出 口 量 达 10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35.3%， 占 总 出 口 量 的

20.6%。与上年同期相比，比亚迪出

口增速最为显著，出口达 3.1 万辆，

同比增长 2.2 倍。1 ～ 10 月，整车

出口前十企业中，从增速上来看，比

亚迪出口 18.5 万辆，同比增长 4.4

倍 ; 奇瑞出口 74.2 万辆，同比增长

1 倍 ; 长城出口 24.7 万辆，同比增

长 86%。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

关总署数据显示，9 月，汽车出口

49.6 万辆，环比增长 13.4%，同比

增长 3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

口 17 万 辆， 环 比 增 长 18.8%， 同

比增长 55%。1 ～ 9 月，汽车出口

371.2 万辆，同比增长 64.1%。其

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124.6 万辆，同

比增长 85.6%。汽车出口量前十的

国家中，俄罗斯、墨西哥和澳大利亚

出口量位居前三，市场表现较强 . 新

能源汽车出口的前三大国家为比利

时、泰国和英国。

10 月我国工程机械总体开工率

61.35%，为下半年以来新高点

10 月我国工程机械总体开工率

61.35%，与上个月相比增长 1.39

个百分点，为下半年以来新高点。

从全国来看，共有 12 个省份开工

率超过 70%。其中，安徽、江西、

浙 江 分 别 以 80.19%、74.98%、

74.06%， 位 列 全 国 前 三。2023

年 10 月， 挖 掘 设 备 平 均 开 工 率

65.79%，环比 9 月增长 4.11 个百

分点。

国家统计局：1～ 10 月中国挖

掘机产量同比降 34.6%，降幅继续

扩大

国 家 统 计 局 最 新 数 据 显 示，

2023 年 10 月， 我 国 挖 掘 机 产 量

17186 台，同比下降 34.6%。2023

年 1 ～ 10 月，我国挖掘机累计产量

195124 台， 同 比 下 降 24.6%， 降

幅较 1 ～ 9 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

我国挖掘机累计产量降幅已连续 6 个

月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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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10月全国空调产量1373.0万台，

同比下降 0.5%;1 ～ 10 月累计产量

20738.5 万台，同比增长 12.4%。

10 月 全 国 冰 箱 产 量 827.2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20.3%;1 ～ 10 月

累 计 产 量 7996.8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14.1%。

10 月 全 国 冷 柜 产 量 205.2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29.8%;1 ～ 10 月

累 计 产 量 2084.8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12.3%。

10 月全国洗衣机产量 1005.7

万台，同比增长 14.5%;1 ～ 10 月

2023 年 10 月中国家电产量出炉，冰箱、冷柜、洗衣机同比增长

累 计 产 量 8500.5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20.7%。

10 月 全 国 彩 色 电 视 机 产

量 1629.5 万 台， 同 比 下 降

14.8%;1 ～ 10 月累计产量 16055.9

万台，同比下降 0.1%。

拖 拉 机 方 面，2023 年 10 月，

大中小型拖拉机产量分别为 7651

台、15915 台、1.2 万 台，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8.4%、34.5%、7.7%。

2023 年 1 ～ 10 月， 大 中 小 型 拖

拉 机 累 计 产 量 分 别 为 90019 台、

219097 台、14.3 万 台，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4.2%、 下 降 11.7%、 增 长

18.2%。

总 体 来 看，2023 年 10 月， 我

国主要机械设备产量仅发动机和金属

切削机床实现增长，其余均同比下滑。

其中，挖掘机和中型拖拉机下降最明

显，均同比下降超 30%。2023 年前

10 个月，小型拖拉机产量增长明显，

同比增长 18.2%；挖掘机产量下降

明显。

10 月份内燃机销量 382.45 万台 同比增长 5.75%

据 中 国 内 燃 机 工 业 协 会 统 计

数 据 显 示，2023 年 10 月 份， 内

燃 机 销 量 382.45 万 台， 环 比 下 降

2.74，同比增长 5.75%。功率完成

27589.18 万千瓦，环比下降 1.02%，

同比增长 7.07%。1 ～ 10 月内燃机

累计销量 3670.51 万台，同比增长

0.07%；累计功率完成 240645.01

万千瓦，同比增长 3.95%。

分市场用途情况：10 月，在分

用途市场可比口径中，除商用车用、

农用机械、通机用外各分类用途均

环比下降。具体为：乘用车用下降

1.99%，商用车用增长 5.76%，工

程机械用下降 0.67%，农业机械用

增长 1.98%，船用下降 14.30%，

发 电 机 组 用 下 降 1.23%， 园 林 机

械用下降 11.17%，摩托车用下降

6.27%， 通 机 用 增 长 32.78%。 与

上年同期比，除农机、船机、通机用

外各分类用途同比增长。具体为：

乘用车用增长 4.39% 商用车用增长

41.93%，工程机械用增长 3.55%，

农业机械用用下降 12.08%，船用下

降29.02%，发电机组用增长2.58%，

园林机械用增长 47.07%，摩托车用

增长 5.91%，通机用下降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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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商用车用增长 17.84%，工程机械

用增长 0.55%，农业机械用用下降

16.44%，船用增长 3.18%，发电机

组用增长 14.98%，园林机械用下降

11.47%，摩托车用下降 0.28%，通

机用下降 3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