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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中国制造业景气度继续上

升，供需保持扩张，但是由于担心竞

争加剧和市况转弱，制造业企业家乐

观情绪明显下降。

7 月 1 日公布的 2024 年 6 月财

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录得 51.8，较 5 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

连续八个月高于荣枯线，为 2021 年

6 月来最高，显示制造业生产经营活

动扩张加速。

国家统计局此前一日公布的 6 月

制造业 PMI 录得 49.5，与上月持平，

连续两个月低于荣枯线。

从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分项数

据来看，6 月制造业供需持续扩张，

生产指数连续五个月在扩张区间内上

升，消费品类增长尤为显著；新订单

指数在扩张区间小幅下行，其中消费

品和中间品需求强于投资品，当月新

出口订单指数虽然位于临界点上方，

但是增速降至近六个月新低，海外市

场需求略有转弱。

制造业就业稳定，6 月就业指数

虽然连续第十个月位于收缩区间，但

仅略低于荣枯线，消费品和中间品生

产企业就业好于投资品生产企业。调

查显示，用工收缩的原因包括离职和

裁员，在增产需求的刺激下，当月用

工扩张率几乎能抵消裁员率。

新订单不断涌入，积压工作指数

连续第四个月高于荣枯线。产量增加

和出境货运延误，导致库存上升，产

成品库存指数结束 5 月的收缩态势，

重回扩张区间。6 月采购量指数在扩

张区间小幅下行，为近三年来次高，

但由于生产加速，原材料库存指数同

样在扩张区间小幅下行。

钢材、铜、铝等金属原材料价格

上涨以及运费增加，推动制造业企业

生产成本上升，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

在扩张区间内升至近两年新高，6 月

出厂价格指数年内首次站上荣枯线，

各工业分类都普遍上调了产品售价。

制造业企业家乐观情绪显著下

降，6 月生产经营预期指数仍处于扩

张区间，但较上月下降逾 3 个百分点，

为 2019 年 12 月以来的最低值。制

6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升至 51.8 为 2021 年 6 月来最高

造业企业家主要担忧经济下行压力依

然较大以及市场竞争激烈。

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喆表

示，6 月制造业景气度依然维持向好，

供给、内需、出口保持扩张，采购量

和库存上升，价格水平小幅上涨，就

业收缩幅度有所改善，但制造业企业

家乐观情绪显著下降。市场信心不足

和有效需求不足仍是当前经济面临的

极大挑战。展望未来，政策对经济的

支持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强，前期“三

大工程”、房地产调控措施优化调整、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

政策还需进一步落地显效。此外，财

税改革等相关政策的推进应格外注重

培育市场经营主体乐观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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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铁集团 6 月 11 日消息，今年

1 ～ 5 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 2284.7 亿元，同比增长 10.8%，

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

5 月份以来，浩吉铁路闫家沟至

玉皇庙联络线开通运营，浩吉、包

6 月 11 日， 乘 联 会 发 布 数 据

显 示，2024 年 5 月， 中 国 新 能 源

车 出 口 9.4 万 辆， 同 比 下 降 4%，

环比下降 18.8%，占乘用车出口的

24.8%，较 2023 年同期下降 6.8 个

百分点。其中，纯电动占新能源出口

新华社 6 月 5 日报道，记者从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上海当日启

动“产品碳足迹认证”试点，发布首

批 11 项产品种类规则采信清单，从

产品认证端出发，为上海推进实现“双

碳”目标提供重要助力。

所谓“产品碳足迹认证”，是由

取得专业资质的第三方认证机构依据

西铁路两大煤运通道顺利实现互联互

通；杭州至温州高铁开始联调联试，

通车进入倒计时；川青铁路镇江关至

黄胜关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德胜隧道顺

利贯通；梅州至龙川高铁全线铺轨完

成，集宁经大同至原平高铁全线开始

的 78%，A0+A00 级纯电动出口占

自主新能源出口的 61%。

5 月厂商出口方面，前十位企

业依次分别为：比亚迪 37499 辆、

特 斯 拉 中 国 17358 辆、 奇 瑞 汽 车

7198 辆、上汽乘用车 6487 辆、长

相关标准，对企业生产经营整体过程

中的温室气体排放管理能力及具体产

品排放量、清除量等进行核查验证，

并出具认证证书的合格评定活动。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立足“产品碳

足迹认证”试点，指导长三角绿色认

证联盟发布了包括钢铁、“新三样”

等重点出口产品以及家具、巴氏杀菌

前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增 10.8%

乘联会：今年 5 月中国新能源车出口同比下降 4%

上海启动“产品碳足迹认证”试点

铺轨，沪渝蓉高铁武汉至宜昌段全线

隧道贯通，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马

鞍山长江公铁大桥、宁波至舟山铁路

金塘海底隧道等一批重点工程取得重

要进展。

城汽车 2905 辆、哪吒汽车 2764 辆、

吉利汽车 2501 辆、东风本田 2492

辆、上汽通用五菱 2293 辆、小鹏汽

车 1578 辆。

乳等民生消费品等首批 11 项产品种

类规则采信清单，解决了产品碳排放

的核算应当算什么、怎么算以及如何

算得准等关键核心问题，为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准确对接国际标准和规则提

供保障。



6 OBSERVATION 观察

金属成形智造  2024.06

6 月 20 日，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

长李创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中国光伏

行业确实竞争非常激烈，为了引导产业健康发展，将采

取多方面的措施。首先，要巩固国内光伏发电的新增装

机市场。将坚持集中式和分布式发展并重，一方面将加

强建设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

基地；另一方面，稳妥实施“千家万户沐光行动”，大

力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其次，将加快建设新能源基础

设施网络，提高电网对包括光伏在内的新能源发电的接

纳、配置和调控能力。此外，将加强多部门协调，规范

光伏发电产业秩序。国家能源局将会同相关部门组织行

业协会适时发布产业规模、产能利用率和市场需求等信

息，合理引导光伏上游产能建设和释放，避免低端产能

重复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工信部 6 月 21 日发布《2024 年汽车标准化工作

要点》提出，部署汽车绿色低碳标准，加快下一阶段

乘用车、重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及纯电动乘用车电量

消耗量标准更新升级，推进电动汽车高低温续驶里程

测试、车载能源消耗量监测、车内气流主动控制系统

评价、车辆预测性巡航控制系统评价等标准研究，完

善整车及节能技术评价体系。持续开展乘用车、动力

蓄电池等碳足迹、碳核算标准研究，加快道路车辆温

室气体管理术语定义、产品碳足迹标识等基础通用标

准制定，启动汽车产品碳足迹报告、汽车企业碳排放

报告核查方法等标准预研，助力汽车产业绿色低碳发

展。

国家能源局：
应避免光伏低端产能重复建设

工信部开展乘用车、动力蓄电池
等碳足迹、碳核算标准研究

财新网 6 月 5 日报道，近日，

两部门发文加强城际、市域（郊）铁

路监管制度。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

局在近日公布的《关于加强城际铁路、

市域（郊）铁路监督管理的意见》（下

称《意见》）中指出，上述两种铁路

存在监管、协调问题，《意见》旨在

厘清监管界面、完善制度规则。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在政策解

读中指出，中国近年来城镇化建设

进程加快，特别是在京津冀、长三

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城际铁路、

市域（郊）铁路发展迅速。据中国城

市轨道交通协统计，2023 年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线路长度净增长 866.65

公 里， 其 中 地 铁 净 增 长 534.94 公

里，占比 61.73%；市域快轨净增长

231.40 公里，占比 26.7%。

城际线、市域线增长还要解决三

个问题。规划司表示，一是监管界面

不清晰，部分线路的规划审批和项目

批复不一致，线路属性不明确，监管

两部门发文加强城际、市域铁路监管 跨区域建设仍需协调

边界模糊、监管责任存在争议。二是

监管制度不健全，铁路现行法规制度

和标准规范，对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

下的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实际

情况考虑不够。三是衔接协调不顺畅，

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与干线铁

路、城市轨道交通存在物理衔接不畅、

标准兼容不够、运营协同不完善等问

题，旅客出行换乘、安全检查等环节

尚有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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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 6 月 12 日消息，2024 年 1-4

月，中国光伏产业总体保持高位运行。根

据光伏行业规范公告企业信息和行业协会

测算，全国晶硅光伏组件出口量达 83.8 吉

瓦，同比增长 20%，光伏产品出口总额达

127 亿美元。具体看，硅片环节，1 ～ 4

月全国产量达 320 吉瓦，出口量达 26.3

吉瓦；组件环节，全国晶硅组件产量 196

吉瓦，同比增长 52.9%。

国家发改委 6 月 18 日召开 6 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

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 至 5 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 3.657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5%。

5 月份发电 7179 亿千瓦时，增长 2.3%。从用电看，1 至 5

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8.6%。分产业看，一、二、

三产和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增长 9.7%、7.2%、12.7% 和

9.9%；分地区看，8 个省（区、市）用电增速超过 10%。5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7.2%。

前四月晶硅光伏组件出口
同比增 20%

1 ～ 5 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增 8.6%

6 月 6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

于开展风电和光伏发电资源普查试点

工作的通知》，确定河北、内蒙古、

上海、浙江、西藏、青海等六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作为试点地区。本次

普查定位为试点地区全口径的风电和

光伏发电资源调查，普查对象包括试

点地区的全部风电和光伏发电资源，

包括陆上和海上。考虑到屋顶分布式

光伏潜力很大，也是光伏发电发展的

河北等六地开展风、光伏发电资源普查试点

重要领域，这次也将其纳入普查范围。

此外，在具备条件的地区，拟一并开

展太阳能光热发电、海洋能资源调查。

6 月 6 日，国际能源署（IEA）

发布年度《世界能源投资报告》称，

全球在清洁能源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

的支出有望在 2024 年达到 2 万亿美

元，约是同期化石燃料投资的近 2 倍。

IEA 在其年度世界能源投资报告中预

测，2024 年，中国将占全球清洁能

源投资的最大份额，预计达到 6750

国际能源署：2024 年中国清洁能源投资预计达 6750 亿美元

亿美元，而欧洲为 3700 亿美元，美

国为 3150 亿美元。报告称，在中国

以外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等

世界部分地区，能源投资仍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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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

言人李超在当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截至今年 5 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

总量达 992 万台，同比增长 56%；

其中，公共、私人充电设施分别达

到 305 万台、687 万台，分别增长

中国已建成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

46%、61%，中国已建成世界上数

量最多、服务范围最广、品种类型最

全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

6 月 18 日报道，5 月太阳能电

池、锂电池出口“量增价降”持续，

电动载人汽车、家电出口维持景气。

海关总署于 6 月 18 日更新的 5 月份

统计月刊显示，5 月我国出口太阳能

电池 5.9 亿个，同比增长 24.1%，

出口金额 28.27 亿美元，同比下滑

38.7%。今年以来，太阳能电池出口

量增价降趋势明显，前五个月累计出

口量同比增长 22.8%，累计出口金

2024 年 5 月内燃机行业销量环

比下降，同比基本持平，1 ～ 5 月累

计销量同比增幅小幅回落。5 月，在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推动

下，各行业发展平稳，但当前国内

的消费增长相对缓慢，行业竞争激

烈，总体运行依然面临较大压力。

5 月的内燃机市场表现相对平稳，销

额同比下滑 33.3%。

供给过剩下，国内锂电池价格战

蔓延到出口端，5 月锂电池出口同样

延续此前量升价降的趋势。5 月我国

锂离子蓄电池出口 3.2 亿个，同比增

长 4.8%，出口金额 46.36 亿美元，

同比下滑 16.1%；前五个月累计出

口数量同比增长 4%，累计出口金额

同比下滑 17.4%。

未来出口形势并不明朗。5 月

量同比基本持平，累计同比增幅小幅

回落。具体表现为：5 月内燃机销量

370.04 万台，环比增长 -7.07%，

同比增长 0.06%；1 ～ 5 月累计销

量 1859.94 万台，同比增长 4.91%。

（较 1 ～ 4 月涨幅减少 1.28 个百分

点）

终端方面，乘用车市场继续保持

5 月锂电、光伏出口量增价降持续 电动载人汽车、家电出口量价双增

2024 年 5 月内燃机行业销量综述

14 日拜登宣布对华加征关税，预计

8 月 1 日起对钢铝、电动汽车、锂离

子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等产品加征

关税。（详见《财新周刊》2024 年

第 20 期特别报道《关税风暴》）浙

商证券研报指出，这可能造成 8 月

前“抢出口”的现象，导致短期内部

分产品出口加速上行，对我国出口节

奏产生扰动。

良好势头，商用车持续缓慢回升，农

机、工程等市场销量形势依然较为严

峻。

分市场用途情况

5 月，在分用途市场可比口径

中， 各 分 类 用 途 环 比 均 下 降。 具

体 为： 乘 用 车 用 增 长 -7.85%，

商用车用增长 -7.42%，工程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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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增 长 -18.60%， 农 业 机 械 用 增

长 -7.27%， 船 用 增 长 -9.40%，

发电机组用增长 -7.39%，园林机

械 用 增 长 -18.58%， 摩 托 车 用 增

长 -3.91%，通机用增长 -31.64%。

与上年同期比，乘用车用、商

用车用、船用、园林用同比下降，

其 余 各 分 类 用 途 同 比 增 长。 具 体

为：乘用车用增长 -7.84%，商用

车 用 增 长 -1.06%， 工 程 机 械 用

增 长 1.23%， 农 业 机 械 用 用 增 长

27.20%，船用增长 -7.87%，发电

机组用增长 13.09%，园林机械用增

长 -10.16%，摩托车用增长 3.49%，

通机用增长 10.90%。

与上年累计比，除工程用、船

用、发电用、园林用外其他各分类

用 途 均 为 正 增 长。 具 体 为： 乘 用

车 用 增 长 3.61%， 商 用 车 用 增 长

0.07%，工程机械用增长 -7.23%，

农 业 机 械 用 用 增 长 11.80%， 船

用 增 长 -16.38%， 发 电 机 组 用

增 长 -5.77%， 园 林 机 械 用 增

长 -11.77%，摩托车用增长 9.44%，

通机用增长 8.91%。

5 月，乘用车用销售 144.36 万

台，商用车用 20.34 万台，工程机

械用 7.20 万台，农业机械用 35.57

万台，船用 0.47 万台，发电机组用

13.24 万台，园林机械用 10.79 万台，

摩托车用 136.69 万台，通机用 1.38

万台。

1 ～ 5 月，乘用车用累计销售

730.03 万台，商用车用 109.00 万

台，工程机械用 40.22 万台，农业

机械用200.88万台，船用2.44万台，

发电机组用 61.79 万台，园林机械

用 63.32 万台，摩托车用 644.26 万

台，通机用 8.00 万台。

空调出货端：5 月空调行业产销

量总量同比上升。根据产业在线披

露，2024 年 5 月空调行业实现产量

2119.40 万台，同比上升 11.13%；

销 量 2152.92 万 台， 同 比 上 升

11.72%，其中内销 1245.65 万台，

同比下降 1.42%，出口 907.27 万台，

同比上升 36.76%。5 月内销销量同

比转负。产量方面，2024 年 5 月空

调产量同比上升；内销方面，空调单

月内销量同比小幅下降；外销方面，

空调单月外销量同比双位数上升。

空调零售端：5 月线下销售额个

位数下滑，线上同比下降。根据中怡

康线下数据，5 月份空调线下零售量

/ 额分别同比 -3.2%/-1.5%，同比

均个位数下滑。根据久谦天猫数据显

示，5 月份空调线上零售量同比增长

5 月空调销售内冷外热 618 周期提前 5 月家电线上表现良好

0.8%，零售额同比下降 16%。价格

方面，5 月线下终端零售均价同比提

升 2.5% 至 4141 元；线上行业零售

均价为 2850 元，同比下降 16%。

冰洗方面：5 月冰洗线下零售

额 同 比 增 长。 根 据 中 怡 康 数 据，

冰箱 5 月线下零售量 / 额分别同比

+4.1%/+13.2%，洗衣机线下零售

量 / 额同比 +3.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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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电方面：5 月烟灶零售同比提

升，洗碗机线下均价同比提升。传统

大厨电：根据中怡康数据，2024 年

5 月油烟机线下零售量和零售额分

别同比 +6.6% 和 +13.8%，燃气灶

零售量和零售额分别同比 +4.6% 和

+14.1%，均同比增长。

新兴厨电：根据奥维云网数据，

2024 年 5 月洗碗机线下实现销售

量 1.97 万 台， 同 比 提 升 3.57%，

实现销售额 1.57 亿元，同比上升

11.07%，5 月洗碗机线下市场均价

为 8031 元，同比提升 8.67%，延

续自 2021 年 2 月以来的涨价趋势。

厨房小家电：久谦天猫数据显

示，2024 年 5 月，电饭煲销量同比

增长 5.3%，销额同比下降 6.1%，

均 价 同 比 下 降 10.8%。 空 气 炸 锅

5 月销量为 28.69 万台，同比下降

16.3%，销额为 0.73 亿元，同比下

降 27.5%，均价为 254 元，同比下

降 13.4%。

生活小电器：清洁电器线下销额

同比提升，剃须刀线上均价提升。

清洁电器：根据中怡康清洁电

器 2024 年 5 月 线 下 数 据， 分 品

牌看，科沃斯、美的、石头机器人

吸尘器零售额同比分别 +25.4%、

+256.8%、+126.1%。根据久谦天

猫清洁电器线上销售数据，2024 年

5 月扫地机器人线上销量 28.42 万

台，同比 +39.4%，销售额 5.32 亿元，

同比 -16.9%。洗地机实现线上销量

21.67 万台，同比 +12.3%，销售额

4.09 亿元，同比 -21.3%。个护电

器：根据久谦天猫个护电器线上销售

数据，线上销量 130.75 万台，同比

下降 13.7%，销售额 2.73 亿元，同

比下降 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