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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扰动不掩经济韧性 
 

8 月国内疫情反复、高温限电对正常的生产秩序形成扰动。受此影响，经
济修复节奏放缓，8 月生产指标持平，制造业 PMI 仅回升 0.4 个百分点。
但短期扰动不掩其他经济分项的亮眼表现，如上游成本端压力持续缓解、
内需外需指标均有所好转、基建带动着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保持在较高景
气区间。 
往后来看，一是目前高温天气已经逐渐过去，电力供需紧张问题缓解，工
业生产、建筑施工等活动有望进一步修复。二是随着上游价格回落，企业
的成本压力有所缓解，特别是中外通胀走势分化给中国制造业生产带来强
韧性，这会进一步支撑中国后续出口。三是在扫清“资金、项目和意愿”
三大障碍后，后续基建预计会进入投资、施工共振走强的阶段。 
 
 
 
 
 
 
 
 
 
 
 
 
 
 
 
 
 
 
风险提示：关注国内后续疫情演变，关注基建投资的落地进入，关注天气
异常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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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国内疫情反复、高温限电对正常的生产秩序造成压制。受此影响，经济修复节奏放缓，
制造业 PMI 环比仅回升 0.4 个百分点。整体而言 8 月 PMI 数据喜忧参半，一方面在疫情、
高温等扰动下，工业生产、建筑施工等均受到拖累；同时在前期被动补库之后，企业正处
于加速去库阶段。另一方面，8 月内外需指标均有所好转；上游成本压力继续缓解；基建
进一步发力托底经济。 

图 1：8 月 PMI 分项一览（单位：%）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疫情、高温等短期因素影响逐步减弱 

8 月一方面国内疫情再度反复，当日全国新增确诊与无症状人数一度向上突破 3000 人次，
涉疫省份一度达到 27 个。另一方面今年国内夏季气温明显偏高，居民用电需求大幅增长。
同时，高温少雨天气又使得四川、云南、湖北等传统水电大省的发电量回落。强需求、弱
供给局面下，8 月国内多地开始限制工业用电，比如四川首次启动省级突发事件能源供应
保障一级应急响应，通过限制工业用电，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受此影响，8 月 PMI 生产指
标与上月持平。 

但目前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均在减弱。 

一来国内高温天气正在加速过去，8 月 29 日，31 个主要城市最高气温均值已经回落至 26.1

摄氏度以下，其中重庆已经回落到 40 摄氏度以下，成都一度回落至 30 摄氏度之下。随着
气温回落、降雨增多，四川电力供需矛盾得到缓解，一级应急响应下调至二级应急响应。 

二来目前国内疫情高峰已经过去，新增人数自 8 月 17 日见顶后开始震荡回落，涉疫省份
数量也已经减少。且在目前精准化的防控体系下，疫情对经济秩序、居民出行等的影响弱，
如本轮疫情中地铁出行人数并未出现明显下行。 

 

图 2：四川等地的水电产量回落（单位：%）  图 3：国内气温已经开始回落（单位：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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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4：国内疫情高峰已经过去（单位：例）  图 5：地铁出行人数受疫情影响较小（单位：万人次）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去库存节奏延续 

8 月产成品库存回落 2.8 个百分点至 45.2%，原材料库存略上行 0.1 个百分点至 48%。年初
疫情导致企业产成品被动累库之后，近几个月企业一直处于主动去库存阶段。从实际库存
数据上看，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速从 4 月的 20%震荡回落至 7 月的 16.8%。在去库的
同时，7 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正式转负，当月同比为-11.8%，累计同比-1.1%，显示工业企
业利润端承压。不过随着上游价格回落，目前上中下游企业的利润结构有所改善。目前企
业库存规模依旧偏高，后续回落空间依旧较大。按照 M1 同比增速领先企业库存周期的经
验，今年后续几个月国内依旧会处于去库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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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疫情累库之后，产成品正在加速去库（单位：%）  图 7：工业企业利润承压（单位：%）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8：工业企业库存依旧位于高位（左轴：%） 
 图 9：M1 领先于企业库存走势（单位：%）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需求修复在 8 月延续 

一方面，体现外需的新出口订单上行 0.7 个百分点，为 48.1%，明显好转。受益于国内产业
链韧性、中全球能源体系分化后成本优势显现等，今年以来出口持续超预期，1-7 月出口
累计同比继续位于 14.6%的高位。 

从价格优势角度来看，虽然 8 月价值指数低位回升，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
指数分别为 44.3%和 44.5%，比上月上升 3.9 和 4.4 个百分点，但从高频数据上看，目前国
内主要商品价格依旧处于下行区间。基于 8 月公布的价格指数环比，回归数据显示 8 月国
内 PPI 数据会进一步下行。同时，统计局指出本月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企业占比为 48.4%，
比上月下降 2.4 个百分点，年内首次低于 50.0%，企业成本压力有所缓解。 

相比于国内成本端压力持续缓解，海外依旧面临严峻的通胀压力，2022 年 7 月德国 PPI

再度跳涨到 37.2%，创近年来新高。受成本价格持续上行影响，德国出口价格指数也水涨
船高，7 月上行至 17%。 

中外通胀周期的分化给中国出口企业带来了持续的成本优势。且在能源体系分化的情况下，
这种成本上的优势短期内很难会被扭转，后续可以关注由成本优势带来的中国产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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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11：后续 PPI 预计会进一步回落（单位：%）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12：德国 PPI 持续上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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