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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

2024 年 5 月份全球制造业 PMI 为

49.8%，较上月微幅下降 0.1 个百

分点，连续 2 个月略低于 50%。分

区域看，同上月相比，亚洲制造业

PMI 有所下降，但仍连续 3 个月保

持在 51% 以上；欧洲制造业 PMI 有

所上升，指数仍在 50% 以下；美洲

和非洲制造业 PMI 均有不同程度下

降，指数均在 50% 以下。

综合指数变化，5 月份全球制造

业延续温和复苏趋势，亚洲制造业运

行平稳，欧洲制造业恢复力度有所提

升，美洲和非洲制造业恢复力度有所

减弱。1 ～ 5 月，全球制造业 PMI

均值为 49.7%，好于去年同期，但

仍低于 2019 年同期水平。基于年初

以来全球经济的温和复苏，继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

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也上调

了经济增长预期，将 2024 年世界经

济增长预期从年初预测的 2.4% 上调

至 2.7%。同时，世界贸易组织对全

球贸易前景展望也趋向积极，预计

2024 年和 2025 年全球商品贸易量

将逐步复苏，2024 年将增长 2.6%，

2025 年将增长 3.3%。但也要看到，

地缘政治冲突、各国经贸政策的不确

定性、债务困境以及通胀压力仍是扰

动全球经济与贸易复苏的不稳定因

素。

为了保障经济稳定复苏，全球各

国也在努力加快转型，加快发展数字

经济、人工智能以及新动能相关产业。

从目前来看，新动能发展壮大仍需时

日，在新动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发挥

主导作用之前，在没有突发利空的影

响下，全球经济将会稳定在一个区间

波动。未来全球经济增长潜力仍需要

在全球供应链畅通运行的环境下才能

充分释放，继续推进多边合作，摒除

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冲突的不利

影响，才能逐步实现全球经济的稳步

向上复苏。

非洲制造业恢复力度趋弱，PMI

降至 50% 以下

2024 年 5 月 份， 非 洲 制 造 业

PMI 为 48.8%，较上月下降 1.9 个

百分点，结束连续 5 个月 49% 及以

上的运行走势。从主要国家看，南非

制造业 PMI 降至 50% 以下，环比

降幅明显；尼日利亚和埃及制造业

PMI 较上月均有不同程度上升。

数据变化显示，非洲制造业恢复

力度有所趋弱，恢复态势仍不稳定，

南非制造业增速明显下滑是拖累非洲

制造业恢复的主要因素。近期世界银

行发布非洲经济展望报告，预计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会在

2024 年出现反弹，但预期仍然“不

稳定”。影响非洲经济的波动因素主

要表现在通胀和债务高企、政局不稳

和外部依赖程度高等方面。尽管非洲

经济恢复有所波动，但非洲经济发展

2024 年 5 月份全球制造业 PMI 为 49.8%

潜力依然较大，天然的资源禀赋和人

口红利优势都是其与世界其他区域合

作的基础。非洲各国需要在维护内部

稳定的基础上，继续通过区域内合作

和区域外开放来增强非洲经济恢复韧

性。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发布报告，预

测 2024 年非洲经济增速为 3.5%，

增速将仅次于亚洲。

欧洲制造业恢复力度有所提升，

PMI 较上月上升

2024 年 5 月 份， 欧 洲 制 造 业

PMI 为 49%，较上月上升 1.3 个百

分点，创出自 2023 年 2 月以来的新

高。从主要国家来看，英国、俄罗斯、

西班牙和荷兰制造业 PMI 较上月均

有不同程度上升，且指数在 50% 以

上；德国和法国制造业 PMI 虽仍在

50% 以下，但指数较上月均有不同

程度上升，且升幅超过 1 个百分点。

数据变化显示，欧洲制造业恢复

力度较上月有较为明显的提升，欧洲

经济有边际改善的迹象。欧盟委员会

的春季经济展望报告也趋向积极，认

为欧盟经济增长表现好于预期，预计

欧盟经济将在 2024 年和 2025 年分

别增长 1% 和 1.6%，欧元区经济将

在 2024 年和 2025 年分别增长 0.8%

和 1.4%。从通胀走势看，5 月份欧

元区 CPI 同比增长 2.6%，略高于 4

月份的 2.4%, 但整体水平仍明显低

于 2023 年。基于当前的通胀走势，

市场对欧洲央行在 6 月降息基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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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 较上月下降，但仍在 57% 以上；

东盟主要国家中，印度尼西亚、泰国、

新加坡、菲律宾和越南制造业 PMI

均在 50% 以上；日本和韩国制造业

PMI 较上月有不同程度上升。

综合数据变化，亚洲经济恢复韧

性相对其他区域更好，延续温和复

苏趋势。中国制造业 PMI 虽然降至

50% 以下，但生产保持扩张趋势，

新动能行业延续较快增长趋势，经济

稳定回升仍具备基础；印度制造业保

持较快增长；东盟主要国家制造业保

持扩张；日本和韩国制造业恢复力度

较上月有所增强。在美国高利率背景

下，本币贬值让亚洲各国央行处于两

难境地，为亚洲经济恢复带来不确定

影响。在 RCEP 的持续推进下，亚

洲各国继续保持更为广泛的贸易和投

资合作是亚洲经济稳定恢复的动力源

泉。

实际 GDP 年化季环比增速为 1.3%，

较 初 值 1.6% 下 修 0.3 个 百 分 点，

较去年四季度的 3.4% 大幅放缓，为

2023 年第一季度以来新低。4 月，

美国 CPI 同比涨幅仍在 3.4%，仍高

于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意味着美

联储或继续维持当前利率水平，延缓

降息节奏。在此背景下，美国企业预

期呈现悲观情绪。美联储发布对 12

个地区进行商业调查的褐皮书显示，

在不确定风险上升和下行风险加大的

情况下，企业对经济前景预期越来越

悲观。

亚洲制造业走势相对平稳，PMI

连续在 51% 以上

2024 年 5 月 份， 亚 洲 制 造 业

PMI 虽较上月下降 0.4 个百分点，

但仍在 51.1%，连续 3 个月在 51%

以上。从主要国家看，中国制造业

PMI 降 至 50% 以 下； 印 度 制 造 业

成一致预期。对 6 月以后的货币政

策宽松程度和降息节奏，市场预期会

因对通胀压力演变预期的不同有所分

化。只要能源价格及食品价格等因素

不再成为欧洲通胀的主要影响因素，

欧洲通胀压力不会再出现较大幅度的

上升。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

莱恩认为即使今年通胀将反弹，放松

货币政策的限制也是适当的。这意味

着欧元区的政策重心在逐步由控通胀

向推动经济复苏转变。

美洲制造业恢复力继续趋弱，

PMI 持续下降

2024 年 5 月 份， 美 洲 制 造 业

PMI 为 49.1%，较上月下降 0.6 个

百分点，连续 2 个月低于 50%，连

续 2 个月环比下降。主要国家数据

显示，美国、巴西和加拿大制造业

PMI 较上月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

中，巴西制造业 PMI 仍在 50% 以上，

美国和加拿大制造业 PMI 均在 50%

以下。

ISM 报告显示，5 月份，美国制

造业 PMI 为 48.7%，较上月下降 0.5

个百分点，连续 2 个月低于 50%，

连续 2 个月环比下降，美国制造业恢

复力度持续减弱是美洲制造业走弱的

主要影响因素。分项指数变化显示，

制造业需求出现明显下降是导致美国

制造业走弱的主要因素，新订单指数

降至 45% 左右，环比降幅超过 3 个

百分点，连续 2 个月低于 50%。美

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生产指

数较上月下降，但仍在 50% 以上。

美国下修一季度增长速度也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经济恢复力度有

所转弱。美国商务部发布第一季度

GDP 修正数据显示，美国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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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5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升至 51.7

5 月制造业景气度继续上升，供

给端扩张加速，而需求端扩张放缓。

6 月 3 日公布的 2024 年 5 月财

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录得 51.7，较 4 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

为 2022 年 7 月来最高，显示制造业

生产经营活动扩张加速。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 5 月制造

业 PMI 录得 49.5，下降 0.9 个百分

点，在连续两个月的扩张后回落至收

缩区间。

从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分项数

据来看，5 月制造业供需持续扩张，

生产指数升至 2022 年 7 月来新高，

其中消费品类生产增长强劲；新订单

指数在扩张区间小幅下行，外需扩张

幅度明显放缓，当月新出口订单指数

明显放缓，不过仍位于临界点上方。

制造业企业用工仍偏谨慎，5 月

从业人员指数在收缩区间小幅回升，

消费品制造类企业的用工甚至略有增

长。调查显示，用工收缩普遍与人员

离职后企业未填补空缺以及生产效率

提升有关。

随着新订单增加以及用工减少，

企业积压业务量连续三个月上升，5

月积压业务量指数升至 2021 年 10

月来最高，企业选择消耗产成品库存

以满足新订单需求，导致 5 月产成

品库存指数再度回落至收缩区间。市

况良好，企业采购意愿增强，当月采

购量指数在扩张区间升至近三年来新

高，当月原材料库存指数与 4 月持平，

处于扩张区间。

金属、原油等原材料价格持续上

涨，带动 5 月制造业原材料购进价

格指数继续上行，已连续两个月高于

临界点。销售端竞争激烈，部分企业

降价促销，当月制造业出厂价格指数

仍落在收缩区间，不过较 4 月微升，

显示企业盈利继续承压。

制造业市场信心相对稳定，5 月

生产经营预期指数在扩张区间微升。

受访企业称，增长预期主要与最近国

内外市场需求回升有关，此外也得益

于新产品问世、技术进步和产能扩张。

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喆表

示，5 月制造业景气度维持向好，供

给、内需、出口不同程度扩张，企业

维持乐观情绪，但价格水平依然偏低，

尤其是销售端价格持续低迷，制造业

就业连续数月收缩，企业扩员态度谨

慎。就业压力偏大、需求弱于供给依

然是当前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究其

原因仍在于社会整体预期偏弱，这是

过去较长时间内外部多种不利因素叠

加影响所致。长期积累的问题需在长

期中寻求解决途径，各项旨在稳经济、

促内需、增就业的政策加力增效并保

持一贯性和连续性，应是施政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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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5 月工程机械行业销售情况

挖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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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销售各类挖掘机 17824 台，同比增

长 6.04%，其中国内 8518 台，同

比 增 长 29.2%； 出 口 9306 台， 同

比下降 8.92%。

2024 年 1 ～ 5 月，共销售挖掘

机 86610 台，同比下降 6.92%；其

中国内 45746 台，同比增长 1.81%；

出口 40864 台，同比下降 15.1%。

2024 年 5 月销售电动挖掘机 7

台（6 吨以下 2 台，18.5 至 28.5 吨

级 4 台，40 吨以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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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销售各类装载机 9824 台，同比增长

8.36%。其中国内市场销量 5172 台，

同比增长 14.3%；出口销量 4652 台，

同比增长 2.4%。

2024 年 1 ～ 5 月，共销售各类

装载机 46224 台，同比下降 3.78%。

其中国内市场销量 23617 台，同比

下降 7.72%；出口销量 22607 台，

同比增长 0.7%。

2024 年 5 月 销 售 电 动 装 载 机

1250 台（3 吨 14 台，5 吨 992 台，

6 吨 196 台，7 吨 48 台）。

平地机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平地

机主要制造企业统计，2024 年 5 月

当月销售各类平地机 671 台，同比

增长 3.39%，其中国内 85 台，同比

增长 8.97%；出口 586 台，同比增

长 2.63%。

汽车起重机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汽车

起重机主要制造企业统计，2024 年

5 月当月销售各类汽车起重机 1902

台， 同 比 下 降 25.9%， 其 中 国 内

1012 台， 同 比 下 降 43.9%； 出 口

890 台，同比增长 16.6%。

履带起重机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履带

起重机主要制造企业统计，2024 年

5 月当月销售各类履带起重机 198

台，同比下降 31.7%，其中国内 58

台，同比下降 63.3%；出口 140 台，

同比增长 6.06%。

随车起重机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随

车起重机主要制造企业统计，2024

年 5 月 当 月 销 售 各 类 随 车 起 重 机

2108 台，同比下降 7.3%，其中国

内 1775 台，同比下降 1.11%；出

口 333 台，同比下降 30.5%。

塔式起重机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塔

式起重机主要制造企业统计，2024

年 5 月 当 月 销 售 各 类 塔 式 起 重 机

751 台，同比下降 62.9%，其中国

内 604 台，同比下降 66.3%；出口

147 台，同比下降 37.7%。

工业车辆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叉车

主要制造企业统计，2024 年 5 月当

月销售各类叉车 110446 台，同比

增长 10.2%。其中国内 72428 台，

同比增长 9.89%；出口 38018 台，

同比增长 10.7%。

压路机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压路

机主要制造企业统计，2024 年 5 月

当月销售各类压路机 1358 台，同比

增长 0.22%，其中国内 544 台，同

比下降 11.4%；出口 814 台，同比

增长 9.85%。

摊铺机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摊铺

机主要制造企业统计，2024 年 5 月

当月销售各类摊铺机 114 台，同比

增长 1.79%，其中国内 80 台，同比

下降 15.8%；出口 34 台，同比增长

100%。

升降工作平台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升降

工作平台主要制造企业统计，2024

年 5 月当月销售各类升降工作平台

15796 台，同比下降 23.6%，其中

国内 7410 台，同比下降 49.2%；

出口 8386 台，同比增长 37.5%。

高空作业车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高空

作业车主要制造企业统计，2024 年

5 月当月销售各类高空作业车 444

台， 同 比 下 降 1.11%， 其 中 国 内

434 台，同比下降 2.47%；出口 10

台，同比增加 6 台。

出口汇总

2024 年 5 月我国工程机械进出

口贸易额为 48.46 亿美元，同比增

长 2.45%，其中：进口额 2.15 亿美

元，同比下降 12.9%；出口额 4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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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 5 月 我 国 工 程 机

械进出口贸易额为 222.92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06%。其中：进口额 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0.83%；出口额

211.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3%。

按照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额计

算，5 月份出口额 328.81 亿元，同

比增长 8.27%。1 ～ 5 月累计出口

额 1505.19 亿元，同比增长 7.04%。

三大白电 2024 年 6 月排产数据发布

2024 年 6 月空冰洗排产总量合

计为 3557 万台，较去年同期生产实

绩增长 13.2%，行业及各品类产品

依旧保持高速增长。

分产品来看，6 月份家用空调排

产 2053 万台，较去年同期实绩增长

16.8%；冰箱排产 830 万台，较上

年同期生产实绩增长 9%；洗衣机排

产 674 万台，较去年同期生产实绩

增长 8.1%。

空调

2024 年 6 月家用空调内销排产

1300 万台，较去年同期内销实绩增

长 3.6%；7 月内销排产 1186 万台

同比增长 0.9%:8 月内销排产 748

万台，同比下滑 6.2%。

以往五一是零售起量的起点，但

从疫情结束后，报复性旅游消费兴起，

小长假期间家电等耐用品消费走弱，

今年五一叠加南方多地降雨较多，空

调零售同比两位数下滑。生产端和零

售端出现较大落差导致行业库存逐步

突破高点，同时原材料价格攀升到高

位，成本压力下，企业小幅下调了内

销排产计划，适当减少储备性生产。

6 月、7 月内销排产整体较前期计划

小幅下调，除了在终端和成本压力下

的理性下调因素，也有为了优先保障

外销订单的被动减产情况。

随着季节性生产走弱，8 月份内

销排产将进一步回落，当然也要看终

端表现，后续还会有调整。当下终端

零售价格已经出现下探，虽然降价只

是部分低端机，但 618 第一波表现

不太理想，大家对 618 的价格走势

不太乐观，认为还会继续下探。

2024 年 6 月家用空调出口排产

753 万台，较去年同期出口实绩增长

31.4%:7 月出口排产 537 万台，同

比增长 10.6%:8 月出口排产 426 万

台，同比增长 1.5%。

今年外销市场强势回暖，多家企

业出口订单暴涨，多月以来满负荷生

产，产能、物料等都优先供给海外订

单，部分企业因产能有限被迫延单，

6、7 月份排产较前期均有小幅上调，

8 月份预计在同期高基数下仍然保持

小幅增长，

受海外补库红利，行业整体涨势

喜人，但企业分化还是比较明显腰部

品牌增长表现更为突出。近两年头部

品牌的竞争策略调整，给腰部企业留

下了利润空间，也让渡了更多市场。

此外，今年运费上行、汇率低位维持

等利好，也促进了外销订单的增长。

冰箱

2024 年 6 月 冰 箱 内 销 排 产

387 万台较上年同期内销实绩增长

6.8%。6 月内销排产继续保持了相

对较高的规模，主要是大部分企业想

抓住 618 大促这个上半年最后的机

会窗口和出货节点。

近期制造企业出货迅猛和终端零

售疲弱的背离一直是业内关注的焦

点，其中有部分是渠道碎片化带来的，

但消费者的谨慎、增量市场的需求减

少和存量市场的低迷也是企业能实实

在在感受到的。近几月大部分家电企

业都推出了企业版的以旧换新，希望

能刺激消费提振出货，降低渠道库存

压力。但短期内效果有限，业内普遍

认为 618 在部分产品尤其是低价品

类上，价格战或将白热化。2024 年

6 月冰箱出口排产 443 万台，较去

年同期出口实绩增长 7.3%。

在去年高基数的基础上，6 月冰

箱出口排产持续增长，部分企业出口

产线订单排满。当前出口新增订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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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份 AMI 指数为 42.5% ，呈触底之势

5 月份 AMI 指数为 42.5%，比

上月下降 12.2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

期提升 0.7 个百分点。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发布的

2024 年 5 月份中国农机市场景气指

数 (AMI) 为 42.5%，环比下降 12.2

个百分点，同比提升 0.7 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6 个一级指数全部呈现下

降趋势，其中效益指数下滑幅度最大，

比上月同期下滑 19.3 个百分点；从

同比看，6 个一级指数中除销售能力

指数和效益指数略有下降，其余全部

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库存指数提升

幅度最大，为 4.6 个百分点。本月 6

个一级指数悉数落入不景气区间。

特约分析师张华光认为：正如我

们上月的预测，5 月份 AMI 环比出

现两位数的降幅，以 42.5% 的景气

度击穿荣枯线，跌入收缩区间。这是

自上月下滑后的“两连跌”，折射

出今年市场之艰难。尽管同比出现

了 0.7 个百分点的小幅提升，与去年

惊人的接近，但较 2022 年大幅下滑

19.05%。回溯过去 5 个月 AMI 走势，

在经历了 3 月份的高点后，持续下探，

本月呈触底之势。

5 月份 AMI 的基本特征

5 月份，AMI 进一步下行，环比

大幅下滑 12.2 个百分点，走出“两

连跌”。市场不容乐观，下行态势表

现的十分强烈，下面四个特点较为突

出。

其一，环比大幅回落，同比增速

收窄。进入 5 月份，虽然位于农机市

场的传统旺季，但旺季不仅不旺，反

而更淡。环比大幅回落，同比增速趋

缓，勾勒出今年市场动能偏弱的基本

特征。

其二，销售能力与效益指数“跳

水”，创三年新低。5 月份，反映市

场的两个关键指标—销售能力指数和

效益指数分别为 43.4% 和 39.0%，

双双跌落不景气区间。景气度环比

演绎“高台跳水”，分别大幅度下

滑 13.0% 和 19.3%；同比分别下滑

0.9% 和 0.4%，创下三年来 5 月份

同期历史新低。销售能力下滑，折射

出市场交易之惨淡；效益指数大幅度

下滑，反映了无论经销商还是制造企

业，面对惨淡的市场形势，开始降价

促销，效益指数在激烈的市场价格战

中跌落。

其三，人气指数下沉，市场信心

持续走低。5 月份，人气指数环比降

要集中在欧美澳地区，其中欧洲主要

是因为当地生产低迷以及中国出口的

价格优势，让经销商加大了从中国的

进口 : 北美和澳洲方面则以补库需求

为主，南美需求持续旺盛。但需要警

惕的是，从海外一季度终端销售来看，

欧美需求依旧不振，受此影响，部分

欧美企业决定自二季度起加大折扣力

度，此外航运价格的提升以及原材料

价格的变化也会陆续传导至企业，加

上 2023 年同期的高基数，三季度市

场情况随时可能变化。

洗衣机

2024 年 6 月 洗 衣 机 内 销 排 产

329 万台，较去年同期内销实绩增长

8.3%。

洗衣机内销市场从二季度开始，

出货有明显提升。国内市场在以 1

日换新补贴和各类促销降价政策推动

下，零售端销量走高，并且 618 购

物节临近，渠道备货提升，出货量也

整体增长。目前来看库存压力相对较

小，企业普遍不存在压货情况，二

季度内销整体出货量预计可以升至

2019 年以上的水平，2024 年 6 月

洗衣机出口排产 345 万台，较去年

同期出口实绩增长 4.7%。

二季度，洗衣机出口市场依然保

持了高速增长，均价下行的状态。

从目前的市场形势来看，二季度

洗衣机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但随

着海外库存增长和外销同期基数上

升，预计增速会逐渐收窄甚至在三季

度可能出现小幅下滑。5 月海运价格

逐渐上升，后续出口成本压力逐渐增

大，洗衣机的价格优势会受到一定影

响，外部需求也有收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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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达到两位数，降幅扩大，并走出“两

连跌”。市场信心指数虽降幅收窄，

但已经走出“三连跌”。前者反映了

交易现场的清淡，后者折射出经理人

低落的市场信心，也预示着接下来的

市场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其四，多数细分市场环比下滑。

5 月份，从监测的 5 个二级指数中，

环比全部下滑。其中，拖拉机和收割

机这两大主要细分市场，同比、环比

双双下滑，并创下三年来同期历史最

低。从环比看，波动较大。拖拉机指

数下滑 16.3 个百分点，收割机指数

下滑 15.7 个百分点。从同比看，走

势温和。除拖拉机和收割机指数同比

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滑坡外。其余三个

二级指数同比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

但增幅不大，增幅最大的耕整地机械

也不过 1.4 个百分点。

从三级指数解析细分市场

5 月份，所监测的 10 个三级指

数的表现冷热不均。从环比看，“1

上 9 下”。除玉米收获机指数小幅

增长 0.5% 外，其它全部下滑。其

中，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 ( 全

喂入 ) 指数降幅夸张，超过 30%。

从同比看，“4 升 6 降”。大中拖、

遥控飞行喷雾机、自走履带式谷物联

合收割机 ( 全喂入 ) 以及自走轮式谷

物联合收割机指数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降，均创下三年同期历史新低。其中，

自走轮式谷物联合收割机指数降幅最

大，下滑 4.6 个百分点。旋耕机、深

松机、插秧机、玉米收获机出现不同

程度的增长，但增幅较小，最大的玉

米收获机增幅仅 7.4%。并且除插秧

机之外，其它三个市场的增长都是基

于去年的的“洼地”。

大中型拖拉机市场。5 月份大、

中型拖拉机指数环比分别大幅度下滑

19.9 和 14.6 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3.5

和 1.3 个百分点。击破荣枯线，并创

下三年同期历史新低，进入深度不景

气区间。从前 5 个月大中拖走势看，

月度走势同比除 3 月份出现大的下降

外，其它月份波动较小，大有“躺平”

之势。从环比看，一季度还呈现出升

降犬牙交错特点，进入二季度后，市

场一路下行，走出“两连跌”，初露

市场峥嵘迹象。我们判断：今年的市

场既不会像悲观者预测，出现 20%-

30% 大幅度下滑，因为基于去年大

幅度下滑的“洼地”之上，再度大幅

度下滑的概率并不大。也不会像乐观

者预测，出现强势反弹，因为今年依

然面临着较为强烈的利空因素压制，

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不会出现。今年

的大中拖市场温和下降或增长的概率

颇大。

耕整地机械市场。5 月份，耕整

地机械市场环比大幅下滑 11.1 个百

分点，同比上涨 1.4 个百分点。微

耕机、旋耕机和深松机市场环比全线

陷落，分别下滑 11.6%、13.1% 和

12.3%。同比全线上涨，分别提升

2.3%、0.7% 和 0.7%。在春耕结束

之后，耕整地机械“刀枪入库”，环

比下滑即符合农时，也契合市场内在

逻辑。同比小幅增长，意味着上半年

市场好于去年。耕整地机械市场在结

束全年上半程的春耕后，决定全年结

局的更多看秋耕时节的表现。从去年

大幅度增长形成的“高地”以及叠加

各种利空因素分析，全年同比下滑的

概率更大。

收获机市场。5 月份，收获机指

数呈现出环比、同比双双下滑的趋势。

环比大幅下滑 15.7 个百分点，同比

下滑 5.0 个百分点。三大粮食作物收

获机只有轮式谷物联合收割机位于景

气区间。

从细分市场来看，三大粮食作物

收获机指数的景气度表现出较大“温

差”：轮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履带式

联合收获机指数环比、同比双双下滑，

环比大幅下滑 20.0% 和 32.4%，同

比分别小幅下滑 4.6% 和 3.6%。值

得注意的是履带式联合收获机指数环

比下滑超 30%，是所有三级指数中

环比下滑幅度最大的指数。这个市场

在经历了去年“跳水”之后，今年依

然十分艰难。轮式谷物联合收割机环

比虽然出现较大滑坡，但依然位于景

气区间。随着收官阶段来临，今年市

场走出低谷基本板上钉钉的事，指数

增幅大小的问题。

与谷物收获机表现不同的是玉米

收获机市场，环比同比均有所提升，

环比提升 0.5%，同比提升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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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能证明玉米收获机进入增长

通道。一是增幅较小；二是本月增长

是基于上月和去年同期的“洼地”；

三是玉米收获机指数 42.7%，仍位

于不景气区间；四是市场每年 7、8

月份开始启动，现在判断其走势为时

尚早；五是今年玉米价格持续低迷，

种植面积缩水，刚性需求下降；六是

去年投资玉米收获机的农机用户作业

收益边际递减，严重挫伤投资积极性；

七是随着牛羊肉价格的持续低迷，对

其分支茎穗兼收玉米收获机市场形成

强力压制。各种利空因素叠加，形成

强大的上行压力。虽然玉米籽粒机还

会出现较好的攀升，履带式玉米收获

机或出现稳定增长，但因现阶段销量

较小，很难对冲其它品类的下滑现成

的巨大利空。

田间管理机械市场。5 月份，田

间管理机械市场环比下滑 14.0 个百

分点，同比上涨 0.1 个百分点，以

48.1% 的景气度击穿荣枯线，回落

至不景气区间。其中，遥控飞行喷雾

机指数环比下滑 13.5 个百分点，同

比下滑 0.3 个百分点。遥控飞行喷

雾机市场连续两个月环比下滑超两位

数，同样位于三年同期历史低位。

种植机械市场。5 月份，种植机

械指数以 51.3% 的景气度继续停留

于扩张区间。也是唯一一个位于景气

区间的指数。环比下降 9.3 个百分点，

同比增长 0.6 个百分点。监测的免

耕播种机环比同比均下滑，环比下滑

15.2%，同比下滑 1.9%，插秧机市

场环比下滑 3.8%，同比增长 2.8%。

插秧机市场基本尘埃落定，从指数走

势看，今年的插秧机市场表现略好于

去年。从 3 月份以来，走势基本持平

或略高于去年，但整体涨幅度不大。

6 月份 AMI 走势判断

预计 6 月份，AMI 或将进一步

回落。环比、同比下滑的概率较大。

多数一、二、三级指数环比、同比表

现仍然会有较大“温差”。

6 月份，AMI 受多重因素影响，

但下面几个因素最值得关注。

1. 政策的影响。其一，补贴政

策影响。《2024 ～ 2026 年农机购

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发布，今

年虽然以 246 亿元的补贴额创下自

2004 年以来的最大补贴额，但因不

少区域多年来寅吃卯粮，补贴亏空较

大，对市场的拉动有限，这一点从本

月的补贴指数的表现可见一斑。其二，

国三升级国四的影响。因升级导致的

利空因素虽然经过去年一年的消化，

有所减弱，但并未出清。历史上看，

升级对市场影响一般持续两年，如国

二升级国三，对 2016 年、2017 年

两年市场产生较大影响。

⒉宏观因素的影响。自去年持续

至今，粮价、畜牧产品价格低迷境况

没有得到改善，相反却每况愈下。如

不少区域的玉米价格跌到 1.1 元 / 斤，

牛肉价格跌到 28 元 / 斤。不仅削弱

了农户的购买力，也压制了农户的农

机投资信心。

⒊内生动力的影响。一是季节因

素的影响。已经开始的 6 月份，小麦

区正值麦收季节，农民忙于抢收抢种，

农机市场正值淡季。二是细分市场的

影响。6 月份，市场正处于空档期。

轮式谷物收获机、插秧机市场已经收

官，拖拉机市场进入淡季，而收获机

市场尚未启动。三是机手作业收益的

影响。随着农机保有量的持续增加，

跨区作业机具急剧增加。作业价格竞

争变得十分激烈，导致投资用户作业

收益递减。不仅导致现实用户更新周

期延长，对潜在用户的购买欲望也形

成强力压制。四是经理人信心下滑的

影响。经理人信心指数本月下滑 5.8

个百分点，以 37.8% 的景气度落入

深度不景气区间，意味着 6 月份的

市场不容乐观。五是 AMI 走势变化

规律的影响。自 2014 年至 2024 年

10 年间 AMI 的表现看，6 月份景气

度同比仅 23 年略有增长，其余年份

无一例外的全部下滑。从景气度看，

除 2022 年位居景气区间，其它年度

均位于不景气区间。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判断，六月份

总指数环比、同比小幅下滑，总指数

继续徘徊在不景气区间，多数二、三

级指数环比下滑的可能性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