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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项稳增长政策发力显效，

中国制造业景气度连续三个月扩张。

2 月 1 日公布的 2024 年 1 月财

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录得 50.8，与上月持平。自 2021

年 6 月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三个

月位于扩张区间。

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4 年

1 月制造业 PMI 录得 49.2，较上月

上升 0.2 个百分点，结束了此前三个

月的持续下滑，仍位于荣枯线以下。

从财新制造业 PMI 各分项指数

看，1 月制造业供求均扩张，供给更

强劲。制造业生产指数六个月内第

五次高于荣枯线，新订单指数则连续

六个月位于扩张区间。不过，整体销

售增长有所放缓，增速降至 2023 年

10 月后最低。

尽管整体需求增长放缓，但外需

由降转增，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七个月

来首次站上荣枯线。受调查企业表示，

投资品生产增幅最大，而外需改善主

要体现在中间品出口。

鉴于业务需求上升，制造业企业

在 1 月增加采购，增幅虽小，但已

刷新 2023 年 9 月来的最高纪录。

供应商产能有所恢复，物流通畅度提

升，供应商供货时间指数重回扩张区

间。制造业企业积压工作量微降，现

有产能足以消化额外的订单。与此同

时，企业增加了原材料库存和产成品

库存。

价格水平较为疲弱。制造业企业

成本涨幅有限，1 月制造业购进价格

指数创 2023 年 9 月以来低点。销售

端价格表现更弱，激烈的市场竞争限

制了企业的议价能力，制造业出厂价

格指数重回荣枯线以下。

市场景气度好转尚未完全传导至

劳动力市场，企业降本增效仍是优

先考量。1 月制造业就业指数在过去

11 个月内第十次位于收缩区间，但

收缩幅度较上月显著收窄。

在放缓裁员速度的同时，制造业

企业对未来生产前景的信心有所改

善。制造业生产经营指数升至 2023

2024 年 1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录得 50.8 与上月持平

年 5 月以来最高值，仍略低于长期均

值。受访企业家认为，未来一年市场

需求会进一步加强，企业自身也有相

应的扩产计划。

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喆表

示，2024 年 1 月制造业景气度继续

扩张，但目前经济面临的困难和压力

依然较大，不利因素和不确定性仍然

偏多，需求弱于供给、就业压力大、

市场预期不强的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扭

转。政策层面仍需着眼于促就业、增

加收入和改善预期。目前财政政策和

货币政策尚有空间，相关政策力度有

待进一步提升。尤其重要的是，政策

需要加强与市场的有效沟通和良性互

动，各部门政策也要加强协调配合，

提高市场预期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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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

2024 年 1 月份全球制造业 PMI 为

49.3%，较上月上升 1.3 个百分点，

摆脱了连续 9 个月 49% 以下运行走

势，创出自 2023 年 3 月以来新高。

分区域看，亚洲制造业 PMI 再次升

至 50% 以 上； 欧 洲 和 美 洲 制 造 业

PMI 虽仍在 50% 以下，较上月均有

不同程度上升；非洲制造业 PMI 较

上月小幅下降。

综合指数变化来看，2024 年开

局，全球制造业有了初步摆脱持续弱

势运行的迹象，恢复力度较上月有明

显增强，且恢复的普遍性也相对较好，

四大区域中三个区域恢复力度均较上

月有所提升。全球制造业恢复力度的

提升为改善全球经济预期带来了积极

影响。IMF 最新预测 2024 年全球经

济增长 3.1%，高于去年 10 月预测

的 2.9%。按此预测来判断，2024

年全球经济将继续保持恢复韧性，不

会低于 2023 年增长水平。IMF 此前

预期 2023 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3.1%。

从积极因素看，2024 年，全球

各国通胀压力将会有所缓解，有助于

各国将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恢复的轨

道上来；欧元区和美国降息预期逐步

升温，只是时间节点尚无法确定，年

中以后降息概率较大。从不利因素看，

乌克兰危机仍在持续，巴以冲突尚未

解决，红海危机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这些地缘政治冲突仍将成为扰乱全球

供应链秩序、导致通胀压力再次上升、

导致全球贸易摩擦上升的不利因素。

面对不利因素，各国政府需要付诸行

动，尽快消除矛盾，加强合作与创新，

共同应对挑战，实现融合发展，才能

巩固经济恢复韧性。在地缘政治冲突

影响下，平衡缓解通胀压力和保持经

济平稳恢复之间的矛盾仍是 2024 年

各国政府面临的主要选择。

2024 年 1 月 份， 欧 洲 制 造 业

PMI 为 47.2%，较上月上升 1.4 个

百分点，创出自 2023 年 4 月以来

的新高，显示欧洲制造业虽未摆脱整

体弱势运行态势，但恢复速度较上月

有明显加快。主要国家来看，德国、

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制造

业 PMI 虽仍在相对较低水平，但较

上月均有较为明显上升。1 月份，欧

洲制造业恢复速度的加快为欧洲经济

复苏带来积极影响，但欧洲经济整体

弱势运行格局并未改变，需要结合欧

洲制造业 PMI 后续走势变化，来观

察欧洲经济加快恢复的可持续性。

当前欧元区通胀压力相对稳定，1 月

份 CPI 同比增长 2.8%，略低于去年

12 月的 2.9%。但乌克兰危机、巴

以冲突和红海局势的不确定性对欧洲

地区的影响仍不容忽视，会导致欧洲

通胀压力继续上升。基于对地缘政治

冲突影响的考虑，欧洲央行对 2024

年的经济预期仍偏悲观，将 2024 年

欧元区经济增速从之前预测的 0.9%

2024 年 1 月份全球制造业 PMI 为 49.3% 环比上升 1.3 个百分点

下调至 0.6%。IMF 最新预测也将欧

元区 2024 年经济增长预期由前期的

1.2% 下调至 0.9%。如果通胀压力

继续上升，那么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

将继续受到考验。如果欧元区 CPI

能保持当前水平，未受到地缘政治冲

突影响，欧洲央行将会选择降息来推

动持续弱势的欧洲经济恢复。市场普

遍预期，欧洲央行将会在二季度选择

降息。

2024 年 1 月 份， 非 洲 制 造 业

PMI 为 49%，较上月下降 0.8 个百

分点，显示非洲制造业有所波动。从

主要国家看，南非制造业增速较上月

明显放缓，是拖累非洲制造业增长的

主要力量，制造业 PMI 较上月明显

下降；尼日利亚制造业增速较上月明

显加快，制造业 PMI 连续 2 个月环

比上升，且升至 54% 以上，是带动

非洲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力量。1 月份，

非洲制造业未能实现加快恢复，但指

数水平仍连续 2 个月在 49% 左右，

且高于欧洲制造业 PMI，显示非洲

经济仍保持平稳恢复。目前，非洲经

济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

经济复苏对其影响力也逐渐增强。与

其关系更为密切的亚洲经济持续温和

复苏将会对非洲经济恢复带来积极影

响。除了外部环境外，非洲经济稳定

复苏要看非洲各国内政环境的稳定

性。近些年，尽管仍有非洲国家出现

动荡，但非洲整体政治秩序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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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从根本上影响非洲的经济恢复。非

洲各国提出要利用好非洲大陆自贸

区，加快推进非洲大陆工业化进程，

以更好保障非洲经济复苏。经济学人

智库近日发布报告认为，非洲经济增

长将由 2023 年的 2.6% 升至 2024

年的 3.2%，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

亚洲。

2024 年 1 月 份， 美 洲 制 造 业

PMI 为 49.6%，较上月上升 2 个百

分点，连续 2 个月环比上升，且升幅

明显，反映出美洲制造业恢复力度有

所增强。主要国家数据显示，美国、

巴西、加拿大和墨西哥制造业 PMI

较上月均有较为明显上升。ISM 报

告显示，2024 年 1 月，美国制造业

恢复力度有所增强，制造业 PMI 为

49.1%，较上月调整后的 47.1% 上

升 2 个百分点，创出自 2022 年 11

月以来的新高。分项指数变化显示，

美国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活动较上

月均有明显恢复，生产指数和新订单

指数均升至 50% 以上。美国制造业

恢复力度增强为美联储延缓降息时间

提供了数据支持。2023 年四季度美

国 GDP 的增速也达到了 3.3%，超

出市场预期。数据变化表明，美国经

济恢复力度在 2024 年初有所提升。

IMF 近期将美国 2024 年经济增长预

期上调至 2.1%，较前期预测值上升

0.6 个百分点。但美国国内一些机构

对美国经济增长仍存在悲观预期。美

国富国银行发布报告认为随着美国消

费者支出放缓，未来几个月，美国经

济预计将大幅降温。美国华尔街日报

最新调查显示，美国商界和学术界经

济学家认为 2024 年美国经济衰退的

概率在降低，但他们预测的 2024 年

经济增速平均水平仅为 1%。美国民

意研究所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发布的民

意调查显示，超六成美国人对美国政

府经济政策不满，仅三成认为美国经

济表现良好。

2024 年 1 月 份， 亚 洲 制 造 业

PMI 为 50.4%，较上月上升 0.6 个

百分点，继上月短暂回调后，再次升

至 50% 以上，反映亚洲制造业增速

较上月有所加快，延续 2023 年以来

的温和增长趋势。从主要国家看，中

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制造业 PMI

较上月均有不同程度上升；东盟国家

中，除菲律宾外，其他主要国家制造

业 PMI 较上月均有不同程度上升。

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可持续的政策支持

是亚洲主要国家保持温和增长的内部

有利条件。RCEP 对区域贸易投资

的促进作用是亚洲经济温和复苏的外

部驱动因素。中国经济的平稳向好恢

复仍将是保持亚洲恢复韧性的重要动

力。IMF 最新报告将 2024 年亚太地

区增长预期从去年 10 月份的 4.2%

上调至 4.5%；将 2024 年中国经济

增长预期从去年 10 月份的 4.2% 上

调至 4.6%。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

布的最新一期《首席经济学家展望》

报 告 认 为，93% 和 86% 的 首 席 经

济学家预计南亚和东亚将出现适度或

更强劲的增长。同时也要看到，亚洲

地区同样面临货币贬值压力、大宗商

品价格波动剧烈、贸易摩擦以及地缘

政治冲突的影响，危险与机遇并存。

中汽协 2024 年 1 月我国汽车销量达 243.9 万辆，同比增长 47.9%

春节假期临近，新年促销活动持

续进行，节前购车需求得到一定释放，

加之去年同期受春节月和促销政策切

换影响基数较低，1 月汽车产销同比

呈现明显增长。当月，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 241 万辆和 243.9 万辆，环比

分别下降 21.7% 和 22.7%，同比分

别增长 51.2% 和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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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业经济运行特点

汽车产销同比快速增长

1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41

万辆和 243.9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21.7% 和 22.7%，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51.2% 和 47.9%。

1 月， 汽 车 国 内 销 量 199.6 万

辆， 环 比 下 降 24.9%， 同 比 增 长

48.1%; 汽车出口 44.3 万辆，环比

下降 11.2%，同比增长 47.4%。

1 月，乘用车销量在节前购车需

求释放及同期低基数等因素共同作

用下同比实现较快增长。当月，乘

用车共销售 211.5 万辆，环比下降

24.2%，同比增长 44%。在乘用车

主要品种中，与上月相比，四大类乘

用车品种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 ; 与

上年同期相比，交又型乘用车销量呈

两位数下降其他三大类乘用车销量呈

明显增长。

乘用车产销同比快速增长

1 月， 乘 用 车 产 销 分 别 完 成

208.3 万辆和 211.5 万辆，环比分

别下降 23.2% 和 24.2%，同比分别

增长 49.1% 和 44%。

1 月， 乘 用 车 国 内 销 量 174.6

万辆，环比下降 26.3%，同比增长

43.3%; 乘用车出口 36.9 万辆，环

比下降 12.4%，同比增长 47.5%。

其 中， 传 统 燃 料 乘 用 车 国 内 销 量

114.5 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 24.1

万辆，环比下降 15.2%，同比增长

26.7%。

1 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

127.8 万辆，环比下降 21.1%，同

比增长 68.6%，占乘用车销售总量

的 60.4%，占有率比上年同期提升

8.8 个百分点。在主要外国品牌中，

与上月相比，除法系品牌销量呈两位

数增长外其他四大主要品牌销量均呈

明显下降 ; 与上年同期相比，美系和

法系品牌销量呈不同程度下降，其他

三大主要品牌销量均呈两位数增长。

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超过

60%

中 国 品 牌 乘 用 车 (1 月 ) 销

量 :127.8 万辆，同比增长 68.6%。

市场份额 :60.4%，上升 8.8 个

百分点。

高端品牌乘用车同比快速增长

1 月，国内生产的高端品牌乘

用车销量完成 36.6 万辆，环比下降

23.4%，同比增长 27.4%。

1 月，中国品牌轿车、67.2%，

与上月相比，中国品牌轿车市场占有

率下降，中国品牌 SUV 和 MPV 市

场占有率增长 ; 与上年同期相比，中

国品牌轿车、SUV 和 MPV 市场占

有率均呈不同程度增长。

1 月，传统燃料乘用车中，各级

别车型同比均呈现正增长。目前销量

主要集中在 A 级，销量 84.6 万辆，

同比增长 35.7%。

1 月，新能源乘用车中，各级别

车型同比均呈现正增长，其中 C 级

涨幅最大，达到 1.4 倍。目前销量主

要集中在 B 级，销量 24.8 万辆，同

比增长 96.2%。

1 月，传统燃料乘用车中，除

30 ～ 35 万价格区间的车型同比下

降外，其他价格区间车型同比均呈正

增长，其中 15 ～ 20 万价格区间车

型涨幅最大，达到 62.8%。目前销

量主要集中在 10 ～ 15 万价格区间

销量为 53.5 万辆，同比增长 43%。

1 月，新能源乘用车中，所有价

格区间车型销量同比均呈正增长，其

中 8 ～ 10 万价格区间车型张幅最大，

达到 7.2 倍。目前销量主要集中在

15 ～ 20 万价格区间，销量为 18.5

万辆，同比增长 73.1%。

1 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轿车生

产企业共销售 62.4 万辆，占轿车销

售总量的 69.9%。在销量排名前十

位的轿车生产企业中，与上年同期相

比，除上汽通用销量下降外，其他企

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中吉利

汽车、中国一汽和东风有限 ( 本部 )

增速更为明显。

商用车产销同比高速增长

1 月， 商 用 车 产 销 分 别 完 成

32.7 万辆和 32.4 万辆，环比分别下

降 10.7% 和 11.1%，同比分别增长

66.2% 和 79.6%。在商用车主要品

种中，与上月相比，客车和货车产销

均呈不同程度下降;与上年同期相比，

客车、货车产销均呈明显增长。

1 月，商用车国内销量 25 万辆，

环比下降 12.8%，同比增长 92.2%;

商 用 车 出 口 7.4 万 辆， 环 比 下 降

4.9%，同比增长 46.9%。

1 月， 商 用 车 产 销 分 别 完 成

32.7 万辆和 32.4 万辆，环比分别下

降 10.7% 和 11.1%，同比分别增长

66.2% 和 79.6%。在商用车主要品

种中，与上月相比，客车和货车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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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呈不同程度下降;与上年同期相比，

客车、货车产销均呈明显增长。

1 月，商用车中货车产销分别完

成 29.2 万辆和 28.9 万辆，环比分

别下降 6.4% 和 6.6%，同比分别增

长 65.9% 和 81.8%。客车产销均完

成 3.5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35.3%

和 36.5%，同比分别增长 68.1% 和

63.4%。

1 月，在货车细分品种中，与上

月相比，重型货车和中型货车产销明

显增长，轻型货车和微型货车产销呈

两位数下降 ; 与上年同期相比，四大

类货车品种产销均呈不同程度增长。

在客车细分品种中，与上月相比，三

大类客车品种产销均呈两位数下降 ;

与上年同期相比，三大类客车品种产

销均呈不同程度增长。

新能源产销同比高速增长

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8.7 万辆和 72.9 万辆，环比分别下

降 32.9% 和 38.8%，同比分别增长

85.3% 和 78.8%，市场占有率达到

29.9%。

1 月， 新 能 源 汽 车 国 内 销 量

62.9 万辆，环比下降 41.8%，同比

增长 93.3%; 新能源汽车出口 10.1

万 辆， 环 比 下 降 9.8%， 同 比 增 长

21.7%。

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达到

78.7 万辆和 72.9 万辆，环比分别下

降 32.9% 和 38.8%，同比分别增长

85.3% 和 78.8%，市场占有率达到

29.9%。在新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中，

与上月相比，三大类新能源汽车品种

产销均呈不同程度下降 ; 与上年同期

相比，三大类新能源汽车品种产销均

呈快速增长。

重点企业 ( 集团 ) 增速有所提升

1 月，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企

业集团销量合计为 208.2 万辆，同

比增长 49.3%，占汽车销售总量的

85.3%，高于上年同期 0.8 个百分点。

1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排名前十

位的企业集团销量合计为 63 万辆，

同比增长 77.9%，占新能源汽车销

售总量的 86.4%，低于上年同期 0.4

个百分点。

1 月，国内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

的企业集团销量合计为 172.6 万辆，

同比增长 47.7%，占汽车销售总量

的 86.5%，低于上年同期 0.2 个百

分点。

1 月，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企

业 ( 集团 ) 共销售 208.2 万辆，占汽

车销售总量的 85.3%。在汽车销量

排名前十位企业中，与上年同期相比，

除广汽集团销量下降外，其他企业销

量均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中东风公司

和奇瑞控股增速更为明显。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月，汽车出口 44.3 万辆，环

比下降 11.2%，同比增长 47.4%。

分车型看，乘用车出口 36.9 万辆，

环比下降 12.4%，同比增长 47.5%;

商 用 车 出 口 7.4 万 辆， 环 比 下 降

4.9%，同比增长 46.9%。

1 月，传统燃料汽车出口 34.3

万辆，环比下降 11.6%，同比增长

57.1%; 新能源汽车出口 10.1 万辆，

环比下降 9.8%，同比增长 21.7%。

1 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 76.7 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 66.8%。在销量排名前

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中，与上年同

期相比，广汽丰田销量小幅下降，其

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中

东风本田和奇瑞汽车增速更为明显。

1 月，纯电汽车出口 8.2 万辆，

环 比 下 降 17.4% 同 比 增 长 5%; 插

混 汽 车 出 口 1.8 万 辆， 环 比 增 长

52.2%，同比增长 3.1 倍。

1 月，在整车出口的前十位企业

中，奇瑞出口量达 9 万辆，同比增

长 71.5%，占总出口量的 20.3%。

与上年同期相比，比亚迪出口增速最

为显著，出口达 3.7 万辆，同比增长

2.2 倍。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

关总署数据显示，2023 年 12 月，

汽 车 出 口 45.9 万 辆， 环 比 下 降

12.3%，同比增长 36.1%。其中，

新能源汽车出口 13.6 万辆，环比下

降 10.7%，同比增长 21.5%2023年，

汽 车 出 口 522.1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57.2%。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172.7

万辆，同比增长 61.5%。汽车出口

量前十的国家中，俄罗斯、墨西哥和

比利时出口量位居前三，市场表现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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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前三大国家为

比利时、泰国和英国。

经济效益增速高于制造业总体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 12 月，

汽 车 制 造 业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20%，高于同期制造业增加值 12.9

个百分点

2023 年 1 ～ 12 月， 汽 车 制

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较

1 ～ 11 月增长 0.7 个百分点，高于

同期制造业增加值 8 个百分点。完

成营业收入 100975.8 亿元，同比增

长 11.9%; 实现利润总额 5086.3 亿

元，同比增长 5.9%。

1 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 5 万辆，占 MPV 销

售总量的 75.3%。在销量排名前十

位的 MPV 生产企业中，与上年同期

相比，广汽丰田和上汽通用销量呈两

位数下降，其他企业销量呈不同程度

增长。

2023 年中国以外全球电动汽车交付量

2 月 16 日 消 息， 据 研 究 机 构 

SNE Research 统 计，2023 年 1 

月～ 12 月，全球电动汽车总销量（除

中国以外）达到 564.8 万辆，增长

31.7%。

其中，特斯拉销量为 120.5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37.8%； 大 众 汽 车

集团（包括大众、奥迪和斯柯达）

销 量 约 77 万 辆， 以 13.6% 的 市

场份额位居第二；排在第三位的是

Stellantis 集团总体销量为 56.2 万

辆，市场份额 9.9%；现代汽车集团

专 注 于 IONIQ 5/6、EV6、Niro 和

Kona，销量约 56 万辆，同比增长 

10.4%，市场份额约 9.9%。

按 地 区 划 分，2023 年 除 中 国

以外，欧洲电动汽车注册量领先，

占 比 55.3%； 其 次 是 北 美， 占 比 

29.4%；SNE Research 表 示， 比

亚迪在中国本土市场站稳脚跟后，

一直在扩大中国以外的市场份额，

2023 年海外销量超过 11.2 万辆，

同比增长 568.9%。

组名 类型 2022.1~12 2023.1~12 增长率 2022 年份额 2023 年占有率

1 特斯拉 874 1.205 37.8% 20.4% 21.3%

2 大众汽车 620 770 24.4% 14.4% 13.6%

3 斯特兰蒂斯 477 562 17.8% 11.1% 9.9%

4 起亚汽车 506 559 10.6% 0.12 9.9%

5 宝马 353 426 20.9% 8.2% 7.6%

6 梅赛德斯 - 奔驰 272 344 26.5% 6.3% 6.1%

7 雷诺日产三菱 325 331 2.1% 7.6% 5.9%

8 吉利 264 323 22.4% 6.2% 5.7%

9 上汽集团 101 189 86.6% 2.4% 3.4%

10 福特 173 178 2.6% 4.0% 3.1%

其他 325 759 33.4% 7.6% 13.4%

共计 4290 5648 31.7% 100.0% 100.0%

表 1  年度累积全球电动机交付量 (BEV+PHEV，包括商用车 )            ( 单位 : 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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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挖掘

机主要制造企业统计，2024 年 1 月

销售各类挖掘机 12376 台，同比增

长 18.5%，其中国内 5421 台，同

比 增 长 57.7%；出 口 6955 台， 同

比下降 0.73%。

2024 年 1 月 销 售 电 动 挖 掘 机

12 台（6 吨 级 以 下 1 台，18.5 至

28.5 吨级 11 台）。

装 载 机： 据 中 国 工 程 机 械 工

业 协 会 对 装 载 机 主 要 制 造 企 业 统

计，2024 年 1 月 销 售 各 类 装 载 机

7802 台， 同 比 增 长 18.9%。 其 中

国内市场销量 3744 台，同比增长

54.1%；出口销量 4058 台，同比下

降 1.79%。

2024 年 1 月 销 售 电 动 装 载 机

370 台（ 3 吨 6 台，5 吨 271 台，6

吨 90 台，7 吨 1 台，8 吨 2 台）。

根据工程机械工业协会，2023

年，挖机行业累计销量约 19.5 万台，

同比 -25.4%，其中内销约 9 万台，

同比 -40.8%，出口约 10.50 万台，

同比 -4%。

2023 年总销量相比高点 2021

年下滑 43.1%; 内销相比高点 2020

年下滑 69.3%; 出口在经历了三年快

速增长后，2023 年出现波动，但相

比 2021 年，仍增长 53.5%。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协会对海关数

据的整理，1 ～ 12 月，我国工程机

械整机 + 零部件出口金额 485.52 亿

美元，同比增长 9.6%。分品类来看 :

以起重机、挖机为代表的工程机

械类出口表现分化。2023 年，挖机、

起重机出口增速 -4%、+41.6%，

虽有差异但自 2023 年下半年以来受

东南亚景气波动、渠道库存影响，增

工程机械 2024 年 1 月及 2023 年全年情况小结

速放缓趋势一致。2024 年不同品类

出口一致性可能增强，波动收敛，有

望由一带一路新兴市场支撑，而在欧

美发达市场可能更要看中国品牌整体

竞争力能否进一步增强。

叉车 2023 年出口增速稳健 : 欧

美需求占比相对较高，且制造业投资

高增，未来新建工厂陆续进入投产阶

段，叉车需求景气度有望进一步提高，

锂电化新品或将持续促进结构优化 ;

高机 2023 年出口降速，关注臂

式品类 : 整体出口增速降至 7.2%，

系占比约 78% 的剪叉式出口增速放

缓至 2%，而臂式出口高增延续，约

108%。发达市场更新需求、新兴市

场渗透率提升加国产品牌海外产能陆

续落地，臂式品类出口增长有望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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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增速放缓，全年销量累计 28.3 万台，同比
微增 0.4%

2023 年下半年市场较上半年有

所改善，展现较强韧性，下半年销量

14.9 万台，新增近 1.5 万台。2023

年光伏一骑绝尘，电子、锂电、金

属制品等行业需求持续萎缩 ; 预计

2024 年下游行业需求将持续分化。

2023 年内资份额攀升至 45%，

创 历 史 新 高 ; 内 资 在 SCARA 及

<20kg 6-axis 领 域 的 份 额 明 显 提

升。 各 机 型 :2023 年 Cobots、

<20kg 6-axis 同 比 增 长，

SCARA、>20kg6-axis、 Delta 呈

下滑态势。市场发展经过两年调整期，

步入新增长期。工业机器人现仍处于

“成长性“阶段的自动化产品，未来

不同机型、行业、供应商的表现仍将

呈现出结构性的差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