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冲击经济动能，稳增
长仍需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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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以来，国内多地出现聚集性疫情，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影响，

制造业 PMI明显回落。一则，受疫情影响，局部地区部分企业临时减产停

产；二则，新订单指数大幅回落，内外需求均有所减弱；三则，物流运输

不畅，供应交货时间延长；四则，原材料采购成本不断增加，给中下游行

业带来较大成本压力。 

向前看，一方面，目前疫情形势虽然严峻，但仍在可控范围；另一方

面，现阶段制造业企业复苏的根基并不牢靠，中小企业仍面临较大的成本

压力，融资需求较为疲弱，亟待稳增长举措持续发力，夯实市场主体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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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等因素影响，3月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有所放缓。2022年 3月

制造业 PMI为 49.5%，比 2月回落 0.7个百分点，比 2021年同期回落 2.4

个百分点。近期国内多地出现聚集性疫情，加之国际地缘政治不稳定因素

显著增加，中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一定影响。 

从供需两端来看，产需两端同步走低。 

一则，生产扩张放缓，生产经营压力较大。3 月生产 PMI 为 49.5%，

比上月回落 0.9 个百分点，降至收缩区间。受本轮疫情影响，局部地区部

分企业临时减产停产，且波及到上下游相关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从行业

情况看，纺织、纺织服装服饰、通用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均降至 45.0%以

下低位。 

二则，市场需求释放也有所减弱。3月新订单 PMI为 48.8%，比上月

回落 1.9 个百分点，同样受到本轮疫情的影响。从行业情况来看，分化较

为明显，出口类行业，如纺织、服饰、通用设备等行业新订单指数降至 45.0%

以下低位，而消费类行业，如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及酒饮料等行业新订单

指数高于临界点，保持扩张。 

三则，物流运输不畅，供应交货时间延长。3 月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

为 46.5%，低于上月 1.7个百分点，是 2020年 3月份以来的低点，制造

业供应链稳定性受到一定程度影响。部分调查企业反映，受本轮疫情影响，

人员到岗不足，物流运输不畅，交货周期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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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预期来看，虽有回落，但仍位于临界值以上。 

3月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5.7%，低于 2月 3.0个百分点，从业

人员指数为 48.6%，比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疫情冲击下，企业对未来

市场预期有所减弱，但仍位于临界值以上。 

3月 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分析新冠肺炎疫情

形势，部署从严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始终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

头，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采取更加有效措施，努力用最小的

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结构分化情况来看，结构分化持续存在。 

一则，大小企业结构分化状况仍未缓解。3月大型企业 PMI为 51.3%，

低于上月 0.5个百分点，但高于制造业总体 1.8个百分点，运行相对稳定；

而 3月中型企业 PMI为 48.5%，低于上月 2.9个百分点，降至收缩区间。

小型企业 PMI为 46.6%，继续位于临界点以下，大小企业结构分化状况仍

未缓解。 

二则，高技术制造业发展韧性仍然较强。3 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0.4%，虽比上月有所回落，但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传统产业 PMI则跌落

至收缩区间。从市场预期看，高技术制造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7.8%，

高于制造业总体 2.1 个百分点，表明高技术制造业具有较强发展韧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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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未来市场发展持续看好。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服务业景气水平明显回落。3 月服务业 PMI 为

46.7%，比上月回落 3.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 8.5个百分点，服务业

市场活动放缓。 

从行业情况看，铁路运输、航空运输、住宿、餐饮等接触性聚集性行

业受疫情影响较大，业务活动明显减少，商务活动指数均下降 20.0个百分

点以上，企业经营压力加大。 

从市场预期看，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3.6%，比上月回落 6.0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数值回落 9.3 个百分点。目前上海、吉林的疫情仍

未得到明显控制，且已波及到全国多个省份，疫情形势严峻，服务业企业

对未来市场信心仍偏弱。 

2022 年 3 月以来，奥密克戎在国内本土蔓延加剧，国内多个省份的

疫情反弹明显。2022年 3月 1日至 3月 30日，全国累计新增本土无症状

6.2万例，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3.8万例。 

从受影响省份来看，本轮疫情波及的省份数量和所涉及的经济体量，

均创下了 2020 年 3 月以来的新高，其中吉林、上海等地疫情防控局势较

为严峻，截至 3月 30日，累计新增阳性感染者数量已破万。 

在各地较为严格的疫情防控要求下，市内和跨区域人员流动明显下降，

全国百城拥堵指数、城市地铁客运量均出现较大下滑。截至 3月 30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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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同期比，全国七大城市 3 月地铁客运量下滑 29.3%，其中上海降

幅超过 50%，南京、苏州地铁客运量降幅分别为 48.4%、33.6%。 

受基建持续发力带动，建筑业景气水平明显提升。3 月建筑业生产活

动扩张加快，建筑业 PMI为 58.1%，比上月上升 0.5个百分点，主要受到

了建筑业分项中土木工程建筑业的带动，3月土木工程建筑业指数为64.7%，

高于上月 6.1个百分点，一系列稳增长措施发力，基建发力迹象逐步显现。 

从市场需求和预期看，3 月建筑业的新订单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

分别为 51.2%和 60.3%，其中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60%以

上高位景气区间，表明受近期稳投资加快推进，建筑业企业对行业发展预

期向好。 

今年以来，政策持续聚焦重大项目开工与建设，保障重大项目早下达、

早开工、早见效，专项债发行持续提速，助力基建稳增长。2022 年 1-3

月，全国共计新增专项债 12980亿，占到提前批额度（1.46万亿）的 89%，

发行节奏明显提速。从投向来看，专项债发行向基建领域持续加码。1-3

月专项债投向基建领域的资金达 7088 亿，占比 61%，相比 2021 年四季

度的 56%显著提升。 

价格指数持续上升，下游企业成本压力增大。3 月主要原材料购进价

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 66.1%和 56.7%，高于上月 6.1和 2.6个百

分点，两个价格指数均连续三个月明显上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涨

幅扩大。从行业情况看，相关行业原材料采购成本不断增加，给中下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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