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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制造业 PMI53.1，全面复

苏，为九年来新高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恢复，9 月 1 日

公布的 8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

指数（PMI）录得 53.1，较 7 月提高 0.3

个百分点，为 2011 年 2 月以来最高。

这一走势与国家统计局制造业 PMI

并不一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8 月制造

业 PMI 录得 51，低于７月 0.1 个百分点，

财新 PMI 指数更侧重中小企业的数据。

制造业产出已连续六个月处于扩张

区间，8 月生产指数录得 2011 年 2 月

以来最高，连续两个月加速扩张。调查

样本企业反映，制造业继续从年初暴发

的新冠疫情中复苏，客户需求有转强迹

象。

新订单指数也录得 2011 年 2 月以

来最高，连续三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受

访企业表示，客户需求曾因年初疫情而

受挫，现已进一步恢复，销售得到提振。

随着全球疫情防控措施逐渐放松，外需

转强，8 月新出口订单指数出现 2020

年以来的首次处于扩张区间。

新订单增加导致企业积压工作量继

续上升，积压工作指数在扩张区间上升，

为 2020 年 5 月以来最高。制造业企业

对增加用工仍持谨慎态度，8 月就业指

数连续第八个月处于收缩区间，但降幅

轻微，为 2020 年以来最低。据企业反

映，用工收缩普遍与员工自愿离职后没

有填补空缺、企业致力降低成本等有关。

也有部分企业因工作量上升而增加了用

工。

新订单增加，也导致厂商继续增加

采购，原材料库存指数连续三个月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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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区间，但较 7 月创下的七年半最高

值有所放缓。产成品库存指数四个月以

来首次升入扩张区间，月内库存增加的

企业表示销售增长，另一些企业则表示

需要交货给客户，库存积压率有限。

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连续三个月处

于扩张区间，但低于 7 月。制造商继续

小幅上调产品售价，据反映，制造业出

厂价格上升，原因是投入成本上涨，影

响传导至客户。

制造业界乐观度回落至近三个月以

来最低，但仍处于扩张区间。企业普遍

相信随着疫情消退，市况将进一步转强，

许多企业还准备发布新产品、扩大客户

群等。不过，业界对全球疫情的持续时

间和严重程度仍有顾虑。

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喆表示，

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仍在持续，供给、

需求两侧同步向好，海外需求亦走强。

就业工作仍是重中之重，就业的扩张有

赖于经济景气度更长期的改善，宏观政

策的支持必不可少，尤其在国内外经济

运行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

相关政策不宜明显收紧。

中国汽车当月产销已连续 5 个月

呈现同比增长

8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11.9 万

辆和 218.6 万辆，产量环比下降 3.7%，

销量环比增长 3.5%，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11.6%。产销已连续 5 个月呈

现增长，其中销量已连续四个月增速保

持在 10% 以上。1 ～ 8 月，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 1443.2 万辆和 1455.1 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 9.6% 和 9.7%，降幅较

1 ～ 7 月分别继续收窄 2.2 和 3 个百分

点。

8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69.4

万辆和 175.5 万辆，产量同比下降

0.1%，销量同比增长 6.0%。1 ～ 8 月 ,

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117.6 万辆和

1128.8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5.5% 和

15.4%，降幅较 1 ～ 7 月继续收窄 2.3

和 3 个百分点。

8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42.5

万辆和 43.1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10%

和 3.5%；同比分别增长 42.8% 和

41.6%。1 ～ 8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

成 325.6 万辆和 326.3 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 19.3% 和 17.3%，增幅较 1 ～ 7

月继续扩大 2.9 和 3 个百分点。

8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0.6 万辆和 10.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7.7% 和 25.8%。受新能源下乡活动

及地方政府对新能源汽车消费的支持，

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稳中有升，本月新

能源汽车产销刷新了 8 月历史记录。

1 ～ 8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60.2 万辆和 59.6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26.2% 和 26.4%，降幅较 1 ～ 7 月分

别收窄 5.5 和 6.4 个百分点。

8 月，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完成

65.5 万辆，环比增长 12%，同比增长

6.3%，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37.3%，

占有率比 7 月提升 2.2 个百分点，延

续了 7 月增长趋势，比 2019 年同期提

升 0.1 个百分点，实现了近 5 个月来的

首次增长，一方面得益于市场需求的不

断恢复，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国品牌高

端化步伐的推进。1 ～ 8 月，中国品牌

乘用车共销售 408.9 万辆，同比下降

21.3%，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36.2%，

占有率比 2017 年同期下降 2.8 个百分

点。

总体来看，2020 年 8 月我国汽车

行业大致呈现以下七个方面的运行特

点：

1. 汽车当月产销同比连续 5 个月增

长

2. 乘用车当月产量同比微降，销量

继续保持增长

3. 商用车当月产销同比继续大幅增

长

4. 新能源汽车当月产销同比保持增

长

5. 中国品牌乘用车当月市场份额同

比增长

6. 汽车出口同比下降

7. 重点企业集团市场集中度高于同

期。

中国工程机械仍在高速增长区间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行业

统计数据，2020 年 1 ～ 8 月纳入统计

的 25 家主机制造企业，共计销售各类

挖掘机械产品 210474 台，同比涨幅

28.8%。国内市场销量 190222 台，同

比涨幅 29.7%。出口销量 20252 台，

同比涨幅 20.8%。2020 年 8 月，共计

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20939 台，同

比涨幅 51.3%。国内市场销量 18076 

台，同比涨幅 56.3%。出口销量 2863 

台，同比涨幅 25.7%。

中国机器人市场持续增长，服务

机器人市场潜力巨大

2020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上获悉中国机器人产业整体规模持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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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项目 时间 当期值 单位 同比 项目 时间 当期值 单位 同比

宏
观

GDP 2020.4 ～ 6 250110 亿元 3.2%

轨
交

固定资产投资：铁路运输：累计 2020.07 - - 5.7%

PMI 2020.08 - - 51% 铁路运输里程 2019 13.9 万公里 6.1%

PPI 2020.08 - - -2% 高铁运输里程 2019 3.5 万公里 17.06%

社融规模存量 2020.08 276.74 万亿元 13.3%
通
用

工业机器人产量 2020.07 21170 台 19.4%

工业增加值：累计 2020.07 - - -0.4% 金属切削机床产量 2020.07 4 万台 14.7%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 2020.07 31023 亿元 -8.1%

半
导
体

全球半导体销售额 2020.07 352 亿美元 4.9%

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累计 2020.07 - - -10.2% 国内半导体销售额 2020.07 122.9 亿美元 3.5%

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累计 2020.07 - - 1.19% 集成电路进口额 2020.08 311.94 亿美元 11.09%

制造业营业收入：累计 2020.07 486266 亿元 -3.6% 全球半导体设备销售额 2020.4 ～ 6 167.7 亿美元 26%

制造业利润总额：累计 2020.07 26259 亿元 -4.5% 北美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出货额 2020.07 25.92 亿美元 27.6%

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 2020.07 120032 万平 -4.5%

光
伏

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 2019.1 ～ 12 115 GW 10.58%

房屋累计竣工面积：累计 2020.07 33248 万平 -10.9% 中国光伏新增装机量 2020.1 ～ 6 11.52 GW 1.05%

工
程
机
械

挖机销量 2020.08 20939 台 51.3% 国内光伏新增装机量累计 2020.06 216 GW 16.39%

小松挖机开工小时数 2020.08 130.3 小时 / 月 0.9% 国内光伏电池累计产量 2020.07 80.96 GW 17.4%

汽车起重机销量 2020.07 4168 台 68.9% 国内光伏硅片累计产量 2019.1 ～ 12 134.6 GW 25.70%

叉车销量 2020.07 66608 台 40.4%

锂
电

锂电池产量 2020.07 16.23 亿只 11.1%

油
服

OPEC 一揽石油价格 2020.9.10 39.83 美元 / 桶 -36.52% 新能源汽车产量 2020.07 10.8 万俩 36.7%

OPEC 石油产量 2020.07 2317.2 万桶 / 日 - 动力电池装机 2020.07 4.99 GWh 6%

天然气进口量 2020.07 734.69 万吨 -6.93%

3C
&
汽
车

全球 PC 出货量 2020.4 ～ 6 0.73 亿只 11.41%

原油进口量 2020.08 4748.3 万吨 12.6% 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 2020.4 ～ 6 2.78 亿部 -16%

电
梯

电梯累计产量 2020.07 63.8 万台 2.2% 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 2020.08 2562.4 亿部 -13.4%

电梯保有量 2019 709.75 万台 13.05% 国内汽车销量 2020.08 218.6 万俩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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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尤其是服务机器人需求潜力巨大。

中国服务机器人市场已占全球市场 1 ／

4 以上，2020 年我国服务机器人市场

规模有望突破 40 亿美元，为服务业注

入新活力。

中国电子学会介绍，2019 年全球

机器人市场规模约 294.1 亿美元，其

中服务机器人 94.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1％；服务机器人获得领域内最快增

长。2019 年，中国机器人市场规模约

为 86.8 亿美元，其中服务机器人市场

规模为 22 亿美元。

北京将重点培育 5 ～ 10 家氢燃

料电池龙头企业

2025 年前，北京将培育 5 家至 10 

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氢燃料电池汽车产

业链龙头企业，力争实现氢燃料电池汽

车累计推广量突破一万辆，氢燃料电池

汽车全产业链累计产值突破 240 亿元。

前七个月全国电池制造情况汇总

1 ～ 7 月，全国电池制造业主

要产品中，锂离子电池产量 88.4 亿

只，同比下降 0.5%。铅酸蓄电池产量

11775.8 万千伏安时，同比增长 9.1%；

原电池及原电池组（非扣式）产量 217 

亿只，同比下降 4%；7 月当月，全国

锂离子电池完成产量 16.2 亿只，同比

增长 11.1%；铅酸蓄电池产量 2141.4 

千伏安时，同比增长 26.2%；原电池及

原电池组（非扣式）产量 38.8 亿只，

同比增长 7.9%。

中国的冷链建设缺口巨大

与迅速增长的消费需求相比，我

国冷链基础设施冷库建设相对落后。

2015 ～ 2019 年，我国冷库总量呈逐

年递增趋势。2019 年，全国冷库总量

约 6053 万吨，新增库容 814.5 万吨，

与需求量 2.352 亿吨差距较大。在中央

政治局会议提出实施城乡冷链物流基础

设施补短板工程的要求后，我国冷链基

础设施建设将加快推进，以满足庞大的

生鲜运输需求。2020 年初新冠疫情的

发生进一步促进了线上生鲜电商市场的

发展，预计 2020 年底我国冷链物流市

场总规模将达到 3988 亿元，考虑到未

来几年冷链物流快速发展的势头不会减

小，前瞻按此增速测算，到 2025 年我

国冷链物流市场总规模约为 8970 亿元。

激光行业下游市场潜力不断释

放，激光器进口替代进程逐年加

快

根据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发布的《2020 中国激光产业发展报告》，

2019 年全球激光器市场规模为 147.3

亿美元，同比增长达 9.9%，增速高于

2018 年。全球激光器行业收入规模持

续增长。从 2013 年的 89.70 亿美元增

加至 2019 年的 147.3 亿美元，年复合

增长率为 8.62%。

随着全球制造业的不断创新与升

级，激光器大量的投入工业生产，需求

量巨大。亚太地区为全球最主要的光纤

激光器市场，由于亚太地区集聚了全

球重要的汽车业、传统制造业和半导体

行业，对光纤激光器需求非常旺盛。目

前，锐科激光在国内光纤激光器的市场

的占有率仅次于全球龙头 IPG，并且公

司凭借其在成本和售后的优势，正逐年

缩小与 IPG 之间的差距。据《2020 中

国激光产业发展报告》，2019 年我国

国内光纤激光市场 IPG 市占率下滑至

41.9%，锐科激光约为 24.3%，未来进

口替代有较大空间。

农业基本盘保障经济内循环，拖

拉机行业或持续好转

农业现代化作为经济内循环的基础

保障，更受国家重视，出台多项加强农

业基本盘的政策，在耕种红线的硬约束、

土地流转、粮价上涨预期都给行业带来

较大正面支持，行业经过近 4 年的低

迷后出现小幅反弹，根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2019 年大中拖产量 27.76 万

台，同比增长 13.99%，2020 年 3 月、

4 月、5 月、6 月分别达到 4.12 万台、

4.17 万台、3.12 万台、2.42 万台，

同比增幅 9%、62%、79%、72%，

1 ～ 6 月累计达到 16.72 万台，逆势实

现 15.65% 的增长，同时存在较多小型

企业退出市场的迹象，中大轮拖保有量

降至近几年低位，年报废量与年新增销

量的缺口加大导致大中轮拖保有量出现

下滑趋势，保有量承压，预计 2020 年

底大中轮拖保有量约为 590 万台，而

2017 年大中轮拖保有量为 670 万台，

考虑更新高峰有望来临，国标转换等因

素，基于对农机行业景气度开始回升的

判断，未来几年行业或将迎来持续回暖。

8 月份家电行业几乎全线回归高

速增长

“五一”和“618”两次集中促销

对线上家电消费需求有所透支，导致行

业在 7 月份有所减速，但经历了 7 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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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后，行业需求在 8 月再次走高，实

现景气度的大幅回暖。

细分行业来看，空调行业 8 月份

销售额同比 +14.8%，进入新冷年之

后逆转 7 月颓势，重新进入量价齐升

阶段；洗衣机行业 8 月销售额同比

+29.6%；厨房大家电行业 8 月销售额

同比 +19.0%，行业景气回升逻辑仍

在持续兑现；厨房小家电行业销售额

8 月份同比 +29.3%，7 月增速小幅回

落后再次上扬；生活电器 8 月份销售

额同比 +37.3%，其中扫地机器人同比

+93.5%，几乎实现翻倍增长；个护保

健家电走出低增长震荡区间，销售额同

比大幅增长 +51.4%。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 20% 战略

目标或将提前完成，光伏新增装

机有望持续保持高增长

十四五规划11月底出征求意见稿，

四月初的规划编制通知曾指出“203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 20%”的指引目

标，此前国家层面亦曾多次提到这一目

标。

2019 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

消费比重已达 15.3%，提前一年完成

十三五规划目标。考虑到可再生能源成

本在十四五期间还将进一步下降，且中

国领导层面与政策层面对可再生能源的

重视，预计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 20%

战略目标或将提前完成。

而根据现有的我国能源消费量以及

非石化能源消费比例来测算，若非石化

能源消费占比进一步提升，有望给光伏

新增装机带来 70GW 的增量，相较于

2020 年预期 40GW 的全年数据实现高

增长。

光伏能源是过去十年间成本降幅最

大的可再生能源， 当前时点海外已实现

平价，国内 2021 年全面进入平价时代，

随着光伏度电成本及储能成本的持续下

降，光伏或从辅助能源逐步成长为主力

能源。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国家能源

局关于开展“风光水火储一体

化”“源网荷储一体化”的指导

意见出台

开展“风光火储一体化”建设

对于存量煤电发展 为“一体化”项

目，应结合送端新能源特性、受端系统

条件和消纳空间，研究论证消纳近区风

光电力、提升配套煤电调节 性能、增加

储能设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鼓励存量

煤电机组 通过灵活性改造提升调节能

力，明确就近打捆新能源电力的 “一体

化”实施方案。对于增量基地化开发外

送“一体化”项目， 按照国家及地方相

关环保政策、生态红线、水资源利用政

策 要求，以大型煤炭（或煤电）基地为

基础，优先汇集近区新 能源电力，优化

配套储能规模，科学论证并严格控制煤

电规模，明确风光火储一体化实施方案；

对于增量就地开发消纳 “一体化”项目，

在充分评估当地资源条件和消纳能力的

基础 上，优先利用近区新能源电力，充

分发挥配套煤电和储能设 施调节能力，

明确风光火储一体化实施方案。

开展“风光水储一体化”建设

对于存量水电基地， 7 结合送端水

电出力特性、新能源特性、受端系统条

件和消纳 空间，在保障可再生能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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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前提下，研究论证消纳近 区风光电

力、增加储能设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鼓励存量水电机组通过龙头电站建设优

化出力特性，明确就近打捆新能源电力

的“一体化”实施方案。对于增量风光

水储一体化，按照国家及地方相关环保

政策、生态红线、水资源利用政策要求，

严控中小水电建设规模，以西南水电基

地为基础，优先汇集近区新能源电力，

优化配套储能规模，因地制宜明确风 光

水储一体化实施方案。

开展“风光储一体化”建设

对于存量新能源外送基地，结合新

能源特性、受端系统条件和消纳空间，

研究论证增加储能设施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明确实施方案。对于增量风光储一

体化，积极探索以具备丰富新能源资源

条件基地为基础，优化配套储能规模，

充分发挥配套储能设施的调峰、 调频作

用，最小化风光储综合发电成本，提升

价格竞争力， 明确风光储一体化实施方

案。

2019 年 8 月内燃机行业市场经

济运行综述 

根据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中国内

燃机工业销售月报》数据， 2019 年 8

月全国内燃机销量与 7 月比小幅上涨，

同比降幅较 7 月大幅收窄 8 个百分点。

其中柴油机环比、同比均小幅上涨，汽

油机环比上涨、同比下降。1 ～ 8 月，

内燃机市场销量延续了前几个月的下降

趋势，柴油机销量降幅略有收窄，在 2%

左右，汽油机销量降幅收窄但仍有 16%

的下降。究其主要原因：汽车行业产销

整体大幅下降的情况虽有所改变，但面

临的压力仍没有缓解，国五车型促销透

支影响还未完全消退 ; 工程机械前期高

基数及需求放缓 ; 传统农机市场进入低

速常态化发展 ; 贸易摩擦的影响延续。

以上多因素导致对配套内燃机的需求下

降。行业经济下行的风险依然存在，但

总体基本平稳运行。

销量总体概述

8 月，内燃机销量 372.82 万台，

环比增长 3.45%，同比增长 -2.83%;

功率完成 18226.17 万千瓦，环比增长

9.51%，同比增长 -2.89%;

1 ～ 8 月内燃机累计销量 2978.85

万台，同比增长 -14.25%。累计功

率完成 1499506.09 万千瓦，同比增

长 -12.18%。

分燃料类型情况

8 月，在分柴、汽油大类中，柴油机、

汽油机环比均小幅增长 ; 与 2019 年同

期相比，柴油机小幅增长、汽油机小幅

下降。具体为：与 7 月比，柴油机增长

6.19%，汽油机增长 3.16%; 与 2019

年同期比，柴油机同比增长 5.99%，

汽油机同比增长 -3.70%。8 月，柴油

内燃机销售 36.49 万台，汽油内燃机

336.30 万台。

1 ～ 8 月柴油机累计销量 351.46

万台，同比增长 -2.35%; 汽油机累计销

量 2625.99 万台，同比增长 -15.67%。

分市场用途情况

8 月，在分用途市场可比口径

中，与 7 月比，除乘用车用、商用

车用、园林机械用环比增长外，其

他各分类用途均出现不同程度负增

长，区间在 -0.9% ～ -13.1%。具

体为：乘用车用、商用车用环比增长

11.50% ～ 11.55%; 园林机械环比

增长 2.80%; 摩托车用、船用环比增

长 -0.9% ～ -1.5%; 工程机械用、通

机用环比增长 -4.60% ～ -5.0%; 发

电机组用、农机用环比增长 -9.5% ～ -

13.1%。

与 2019 年同期比，商用车用、

工程机械用、船用同比增长，其他各

分类用途同比负增长。具体为：船机

用同比增长 19.80%; 商用车用同比

增长 12.06%; 工程机械用同比增长

3.30%; 摩托车用、园林机械用、乘用

车用同比增长 -0.03% ～ -3.83%; 农

业机械用、发电机组用、通机用同比

增长 -12.19% ～ -28.24%。8 月，

乘用车用销售 154.73 万台，商用车用

20.95 万台，工程机械用 5.91 万台，

农业机械用 22.01 万台，船用 0.21 万

台，发电机组用 10.35 万台，园林机械

用 15.68 万台，摩托车用 140.44 万台，

通机用 2.54 万台。

1 ～ 8 月累计销量各分类用途除船

用外均为同比负增长。具体为：船用同

比增长 3.4%; 商用车用、工程机械用、

农业机械用同比增长 -1.9% ～ -8.7%，

通机用、摩托车用、园林机械用、乘用

车用同比增长在 -10.1% ～ -17.9%，

发电机组用同比增长 -32.67%。1 ～ 8

月，乘用车用累计销量 1161.63 万台、

商用车累计销量 199.27 万台、工程机

械用累计销量 54.78 万台、农业机械用

累计销量 226.77 万台、船用累计销量

1.78 万台、发电机组用累计销量 79.63

万台、园林机械用累计销量 144.77 万

台、摩托车用累计销量 1087.57 万台、

通机用累计销量 22.65 万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