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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受进出口继续走弱及成本压力仍大影响，7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产出指数回落，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我国经

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之后散点疫情及天气因素的负面效果或将显现。 

 制造业 PMI：供需回落，企业被动补库。7 月，制造业 PMI为 50.4%，较上

月回落，扩张步伐放缓。从供需端来看，受到部分企业集中进入设备检修期，

煤炭供应紧张，国内散点疫情，加之局部地区极端天气影响，生产端扩张有所

回落；受价格及季节因素等影响，需求端总体有所放缓。各行业表现差异较大，

受环保政策和安全生产的影响，高耗能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低于临界

点，高端制造业位于较高景气区间。此外，进出口指数继续双双回落，低于临

界点。受需求扩张放缓影响，企业被动补库存；原材料供应商交货速度仍较慢。 

 大型企业景气保持平稳，小型企业供需回落明显。从规模企业看，大型企业整

体保持平稳，中小型企业回落明显，小型企业 PMI连续 3 个月位于荣枯线以

下。中、小型企业供需两端有所回落，出口订单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中小型企

业回落、大型企业较稳的态势，小企业对于后续业务开展预期较悲观，逐渐开

始减少招聘。7月，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峰论坛上，刘鹤表示要为中

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大型企业经营预期上升，中、小型企业下降。 

 成本上升，企业压力不减。在大宗商品价格稳供保价的措施下，6月原材料价

格涨势趋缓，政策效果显现，但由于之前原材料涨价、供应短缺等对各行业产

生冲击，部分企业进行了提价。7月，制造业购进价格指数较上月上升 1.7个

百分点，为 62.9%，出厂价格指数也跟随购进价格指数同步小幅上升。各规模

企业原材料购进价格均小幅反弹，小型企业尤为明显。大型企业议价能力更强。

以各行业角度，从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看，制造业采购成本普遍上涨。7

月，BCI企业销售前瞻指数、利润前瞻指数回落。 

 非制造业 PMI：建筑业压力显现，服务业扩张力度不弱。7月份，非制造业商

务活动指数为 53.3%，继续高于临界点，总体保持平稳扩张。建筑业商务活动

指数为 57.5%，扩张速度减慢，主要受到近期房地产收紧政策频出影响，且天

气因素也造成负面影响。建筑业投入品价格指数、销售价格指数上升，建筑业

再次显示出成本上涨压力。后续预计建筑业压力仍在。服务业保持恢复态势，

扩张力度较上月小幅增强，在调查的 21 个行业中，有 18 个行业商务活动指

数位于扩张区间。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 6 个月位于 60.0%以上高位景气区

间，但 7月汛情、台风等天气因素，散点疫情的影响可能会在后续数据上显现。 

 风险提示：国内需求恢复不及预期，疫情防控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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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进出口继续走弱及成本压力仍大影响，7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

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产出指数回落，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7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产出指数分别为 50.4%、53.3%和 52.4%，分别比上

月回落 0.5、0.2 和 0.5 个百分点，之后国内散点疫情及天气因素的负面效果或将显现。 

1 制造业 PMI：供需回落，企业被动补库 

生产扩张放缓，需求回落，进出口指数继续双双走弱。7 月，制造业 PMI为 50.4%，较

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继续位于临界点以上，制造业扩张步伐放缓。从供需端来看，受到

部分企业集中进入设备检修期，煤炭供应紧张，国内散点疫情，加之局部地区高温洪涝灾害

等极端天气影响，生产端扩张有所回落，本月生产指数较上月回落 0.9 个百分点至 51.0%，

但仍高于荣枯线；受价格及季节因素等影响，需求端总体有所放缓，国内复苏不及预期，本

月新订单指数为 50.9%，比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从行业看，各行业表现差异较大，受环

保政策和安全生产的影响，高耗能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低于临界点，高端制造业位

于较高景气区间。今年以来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始终高于制造业总体，本月稳中

有升，分别为 55.0%和 52.4%，高于上月 0.3 和 0.9 个百分点，反映高端制造业持续较快发

展。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械器材、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及仪器仪表等行业

PMI均较上月上升 1.0 个百分点及以上，行业扩张加快。造纸印刷及文教体美娱用品、铁路

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及仪器仪表等行业两个指数均位于 55.0%以上较高

景气区间，企业生产经营较为活跃，行业增长动力较强；而受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政策下

对“两高”项目的严打，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等高耗能行业两个指数均低于临界点，产需有所减少。此外，进出口指数继续双双

回落，低于临界点。出口方面，近期海外疫苗接种持续推进、下半年基数抬高，出口的陡峭

恢复期结束，7月新出口订单指数继续位于临界点以下，且低于上个月 0.4个百分点至 47.7%；

进口方面，7 月进口指数为 49.4%，低于上月 0.3 个百分点。 

企业被动补库，用工景气度向好。7 月，原材料库存指数为 47.7%，比上月回落 0.3 个

百分点，仍低于临界点，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降幅增加；而产成品库存指数较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至 47.6%，受需求扩张放缓等影响，企业被动补库存；从业人员指数为 49.6%，比

上月回升 0.4 个百分点，企业用工景气度较上月继续改善；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 48.9%，

虽仍然低于临界点，但比上月回升 1.0 个百分点，原材料供应商交货速度与原材料紧缺、国

内洪涝灾害和新出现的疫情有一定关系。 

图 1：供需扩张放缓  图 2：进口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继续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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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型企业景气保持平稳，小型企业供需回落明显 

从规模企业看，大型企业整体保持平稳，中小型企业，尤其小型企业供需及进出口回落

明显。7月，大型企业PMI为 51.7% ，与上月持平，中、小型企业 PMI分别为 50.0%和 47.8%，

低于上月 0.8 和 1.3 个百分点，小型企业 PMI连续 3 个月位于荣枯线以下。具体来看，小型

企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47.6%和 47.3%，分别较上月回落 2.1 和 1.5 个百分点；

中型企业供需两端也都有所回落，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位于临界点，分别较上月回落 1.4

和 1.1 个百分点；大型企业生产指数较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上升 0.1 个百分

点。出口订单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中小型企业回落、大型企业较稳的态势，中小型企业新出

口订单指数分别为 48.6%和 41.9%，分别回落 0.4 个和 4.7 个百分点，小型企业对于市场的

反应更加敏感，故降幅更大。从业人员方面，小型企业的从业人员指数为 47.5%，较上月回

落 1.2 个百分点，小企业对于后续业务开展预期较悲观，逐渐开始减少招聘。7 月 27 日，全

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峰论坛在长沙召开，主题为“专精特新  成就未来”。刘鹤在线致

辞表示：第一，中小企业好，中国经济才会好；第二，“专精特新”的灵魂是创新；第三，

要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刘鹤提出“鼓励中小企业向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方向

发展”，“转精特新的灵魂在于创新”，再次表示对中小企业在关键领域创新的鼓励。接下来

在资本市场，政策上或将加大对创新能力强和发展潜力大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主板市

场、科创板、新三板等上市的支持，提升直接融资比重。 

大型企业经营预期上升，中、小型企业下降。7月，PMI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7.8%，

仍维持在高位。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都高于临

界值，分别为 59.4%、57.2%和 55.0%，较上月分别升高 0.4、降低 0.6 和降低 0.6 个百分

点。调查中部分中、小型企业反映，近期原材料成本上涨、订单减少、回款压力加大等问题

突出，企业生产经营承压。 

图 3：中、小型企业 PMI 有所回落  图 4：小型企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回落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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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本上升，企业压力不减 

原材料价格仍在高位，价格上涨给企业以压力。在大宗商品价格稳供保价的措施下，6

月原材料价格涨势趋缓，政策效果显现，但由于之前原材料涨价、供应短缺等对各行业产生

冲击，部分企业进行了提价，如仪器仪表、电气设备等行业中部分工控主流品牌陆续发出涨

价通知，更有企业在短短半年内，就对产品价格进行了两次调整。7 月，制造业购进价格指

数较上月上升 1.7 个百分点，为 62.9%，出厂价格指数也跟随购进价格指数同步小幅上升，

由 6月的 51.4%上升为 53.8%。各规模企业原材料购进价格均小幅反弹，小型企业尤为明显。

大、中、小型企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分别为 64.7%、62.7%和 59.2%，分别较上月回

升 0.3、2.0 和 4.5 个百分点，出厂价格分别较上月升高 4.2、0.6 和 1.0 个百分点至 55.2%、

53.6%和 51.2%，大型企业议价能力更强，中小企业受价格影响因素较大且上升的成本向下

游转移的能力较弱。以各行业角度，从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看，制造业采购成本普遍上

涨，其中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行业

均高于 70.0%。从出厂价格指数看，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为 50.3%，微高于临界点，

行业产品出厂价格基本保持平稳。此外，芯片短缺对汽车尤其是零部件行业的营收和利润都

造成了影响。7 月，BCI企业销售前瞻指数较前值回落 3.29 个百分点至 72.77，利润前瞻指

数回落。 

7 月 6 日发改委运行局召开全国煤炭储备能力建设现场会。7 月 15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经

济运行调节局表示国家发改委已提前制定储备投放预案，本次准备投放规模超过 1000 万吨。

下一步，将根据供需形势变化再分批次组织煤炭储备资源有序投向市场，保障煤炭稳定供应。

发改委表示我国已经形成 1 亿吨政府可调度煤炭储备能力，下一步还将加快建设 1 亿吨以上

储备能力。继 7 月 5 日投放国家储备铜 2 万吨、铝 5 万吨、锌 3 万吨后，7 月 29 日竞价投

放第二批国家储备铜 3 万吨、铝 9 万吨、锌 5 万吨。中央政治局会议表示继续做好大宗商品

稳供保价工作，预计后续国内供需矛盾将有所缓解。 

图 5：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走高  图 6：不同规模企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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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制造业 PMI：建筑业压力显现，服务业扩张力度不弱 

受房地产市场影响建筑业压力显现，服务业扩张力度不弱。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

指数为 53.3%，略低于上月 0.2 个百分点，继续高于临界点，非制造业总体保持平稳扩张。

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7.5%，低于上月 2.6 个百分点，扩张速度减慢，连续三个月位于高

位景气区间，其中建筑业新订单指数回落 1.2 个百分点至 50.0%，需求扩张减弱，主要受到

近期房地产收紧政策频出影响，且天气因素也造成负面影响。从价格情况看，建筑业投入品

价格指数、销售价格指数分别升至 57.1%和 52.9%，其中投入品价格指数上升 5.4 个百分点，

建筑业再次显示出成本上涨压力。后续预计在政策影响下，房地产边际增长放缓趋势不减，

建筑业压力仍在。服务业保持恢复态势，扩张力度较上月小幅增强，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小

幅回升至 53.5%，高于上月 0.2 个百分点，显示出服务业恢复向好态势。  

从行业情况看，在调查的 21 个行业中，有 18 个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扩张区间，较上

月增加 6 个，服务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其中，航空运输、住宿、餐饮、生态保护及环境治理

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较上月上升 10.0 个百分点以上，行业市场需求加快释放，业务总量

快速增长；货币金融、保险等行业回落超过 9.0 个百分点，行业经营扩张有所放缓。从市场

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60.1%，连续 6 个月位于 60.0%以上高位景气区间，其中铁路

运输、航空运输、邮政快递、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等

行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位于 64.0%以上，均高于服务业总体，但值得注意的是，7 月汛情、

台风等天气因素，散点疫情的影响可能会在后续数据上显现，本月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

虽在高景气区间，但较前值回落。从其他分项指标看，非制造业销售价格指数为 51.3%，比

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销售价格涨幅略有收窄；从业人员指数为 48.2%，比上月回升 0.2

个百分点，用工景气度略有改善。 

图 7：7 月建筑业 PMI 指数回落明显  图 8：非制造业 PMI 各分项变动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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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PMI 情况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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