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政委：1月 PMI冬去春来，

经济迎来“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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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鲁政委（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疫情防控转入新阶段，居民消费意愿较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正在

强化，我国经济仍处复苏通道中。 

1 月制造业 PMI 和非制造业 PMI 双双触底反弹，分别较前月回升 3.1

和 12.8 个百分点至 50.1%和 52.9%，均位处荣枯线以上。继 2022 年 12

月疫情防控转入新阶段后，疫情对经济的扰动逐渐减弱，叠加 2023 年 1

月春节假期，经济迎来“开门红”。 

1 月制造业 PMI 较前月回升 3.1 个百分点至 50.1%，扭转了此前连续

三个月下行的局面。从分项数据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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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制造业实际复苏力度强于数据表现。疫情防控转入新阶段叠加

多地度过疫情高峰，1 月供应商配送指数较前月回升 7.5 个百分点至 47.6%。

由于供应商配送指数为逆指数，在合成制造业 PMI 指数时进行反向运算，

1 月供应商配送指数上行从技术上拖累制造业 PMI 1.1 个百分点。剔除供

应商配送指数观察，1 月经济实际复苏力度比数据显现出来的更强一些。 

 

第二，制造业需求复苏力度强于供给。1 月新订单指数较前月回升 7.0

至 50.9%，为 2022 年 7 月以来首次站到荣枯线以上。同期，生产指数较

前月回升 5.2 个百分点至 49.8%，仍处荣枯线以下。从历史数据看，新订

单指数位处荣枯线以上而生产指数位处荣枯线以下的情况并不常见，仅在

2019 年 2 月（春节所在月份）出现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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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方面，春节假期影响员工到岗率，员工短缺压制生产活动上行

空间。根据统计局数据，大、中、小型企业中反映劳动力供应不足的比重

均低于 11.0%。换言之，仍有部分企业存在劳动力供应不足的问题，进而

影响生产活动复苏力度。在需求方面，疫情防控转入新阶段叠加春节假期，

居民消费场景打开，春节消费需求旺盛带动需求回升。 

 

第三，制造业复苏中的“春节”浓度较高。分行业看，制造业产需景

气水平较高的行业主要有农副食品加工，医药，通用设备，铁路、船舶和

航空航天设备等。其中医药制造业产需指数均升至 65.0%以上高位景气区

间。医药制造业高景气或主要受药品配备库存回补拉动。 

根据卫健委数据，1 月份以来，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

配备状况持续改善，94%以上城乡基层医疗机构所配的中药、解热、止咳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1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