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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3月 9日统计局公布的 1-2月经济数据显示：工业增加值稳中回落。

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预期 5.6%，前值 5.7%。 

1-2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6.1%，预期 5.8%，前值 5.9%，其中地产

投资同比增 11.6%，前值 9.5%。 

1-2月社消品零售同比 8.2%，前值 8.16%。 

观点： 

 工业增加值：前两月增速不及预期较 2018 年 12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

从三大门类看，1-2 月份，制造业增长 5.6%，加快 0.1 个百分点；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6.8%，回落 2.8个百分点；而

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0.3%，增速较 2018 年 12 月份回落 3.3个百

分点。从历史数据看，春节错位作用下，1-2 月规律性处各年度低位，

随生产修复后，二季度回暖概率增大，预计 3 月维持在 5.4%附近。 

 消费企稳：1-2 月社消品零售 66064 亿元，同比 8.2%，前值 8.16%。

消费增速仍处低位，3 月春节效应逝去，但是 4 月清明小长假踏青出

游带动需求走高，对消费增速产生提振作用。预计 3 月消费增速有所

回落，但维持在 8%以上。 

 投资反弹：1-2月同比增速从 2018年 12月的 5.9％小幅上升至 6.1％。

从三大分项看：房地产和基建投资表现超预期，制造业投资增速回落。

预计 3 月基建投资仍维持强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制造业投资修复。 

 两会政策导向：积极财政呼唤减税降费继续发力，财政赤字目标上调

至 2.8%，推动基建投资在重点领域落地；货币政策稳健中性，体现逆

周期调解和稳杠杆，引导利率并轨并下行，打通信用通道，助力民企

融资困境缓解。 

 整体来看：一季度生产和需求尚未明显改善，但消费投资增速已经开

始在政策推动下趋稳，若基建持续发力必然带动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

并通过传导作用对 PPI产生一定支撑，有助于利润改善，同时也会因

政策挤出对民间投资有一定抑制作用，另一方面从当前 M2 增速看，与

名义 GDP 增速有一定距离，货币政策仍需持续发力对冲，助力于交投

情绪改善，在宏观经济下行背景下，政策对经济基本面的任何边际利

好都将通过市场走强表现出来。 

风险提示：经济增速下行过快；监管趋严超预期；中美关系多变 



                                                                   

 

本报告版权属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ccnew.com 

请阅读最后一页各项声明                                                                  第 2 页 / 共 9页 

 
 

内容目录 

 

1. 工业增加值不及预期，基本面弱势延续 ........................................................... 3 

2. 1-2 月消费增速表现平稳 ................................................................................... 4 

3. 1-2 月投资增速企稳反弹 ................................................................................... 5 

3.1. 地产投资增速超预期 ............................................................................................................. 5 

3.2. 铁路投资带动基建发力 .......................................................................................................... 6 

3.3. 制造业投资增速下行 ............................................................................................................. 7 

4. 预测经济整体下行，但局部指标边际改善 ........................................................ 7 

5. 结论与建议 ...................................................................................................... 8 

 

图表目录 

图 1：1-2 月工业增加值同环比增速回落（%） ........................................................................ 3 

图 2：1-2 月名义 GDP 增速回落，而 M2 增速改善（%） ....................................................... 3 

图 3：3 月拟合工业增加值或持平 2 月处于底部区间 ................................................................ 3 

图 4：16 年之后 M2 增速开始于名义增速调整趋于共振 .......................................................... 3 

图 5：1-2 月乡村增速快于城镇，城镇边际企稳 ....................................................................... 4 

图 6：1-2 月药品和食品类增速居前 .......................................................................................... 4 

图 7：1-2 月实际增速和季调环比增速修复 ............................................................................... 4 

图 8：1-2 月网上零售累计同比回落 .......................................................................................... 4 

图 9：1-2 月地产、基建投资带动总投资增速企稳 .................................................................... 5 

图 10：1-2 月总投资修复，民间投资比重回落 ......................................................................... 5 

图 11：地产对 GDP 贡献减弱，投资增速中枢向下 .................................................................. 5 

图 12：房地产库存去化延续，但速度放缓 ............................................................................... 5 

图 13：1-2 月主要地产指标走势 ............................................................................................... 6 

图 14：1-2 月房贷利率走势 ...................................................................................................... 6 

图 15：1-2 月铁路运输投资增速陡峭拉升 ................................................................................ 7 

图 16：钢铁、水泥等上游产能或持续释放 ............................................................................... 7 

图 17：1-2 月制造业投资增速回落 ........................................................................................... 7 

图 18：不同行业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 7 

 

 
 

 

 

 



                                                                   

 

本报告版权属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ccnew.com 

请阅读最后一页各项声明                                                                  第 3 页 / 共 9页 

1. 工业增加值不及预期，基本面弱势延续 

工业增加值稳中回落——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预期 5.6%，前值 5.7%。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 1-2 月春节期间生产淡季，产能未能完全释放；二是 PPI 走低一定程度上

挤压了企业利润，抑制投资扩产意愿；三是中美贸易战去年抢单效应对今年出口需求产生透支

和替代，叠加中美谈判缓解加快应激效应冷却，以及人民币币值较去年修复上升，对出口相关

行业的工业增加值有抑制作用。 

从三大门类结构上看，1-2 月份，制造业增长 5.6%，加快 0.1 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6.8%，回落 2.8 个百分点；而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0.3%，增速

较 2018 年 12 月份回落 3.3 个百分点。1-2 月上下游各行业产能没有完全释放，对工业增加值

产生拖累。 

图 1：1-2 月工业增加值同环比增速回落（%）  图 2：1-2 月名义 GDP 增速回落，而 M2 增速改善（%） 

 

 

 

资料来源：中原证券，wind  资料来源：中原证券，wind 

受春节错位因素和开工淡季影响，历史上 1-2 月工业增加值均处于年内低位，从三驾马车

运行上看，3 月工业增加值仍有下行压力，但整体已在底部区间，2 季度边际修复的概率正在

增大。另外，我们看到 M2 增速和名义 GDP 增速比较后，仍有上升空间，这符合两会关于货

币政策的描述，也是逆周期调节的重要组构举措之一。 

图 3：3 月拟合工业增加值或持平 2月处于底部区间  图 4：16 年之后 M2 增速开始于名义增速调整趋于共振 

 

 

 

0.30

0.35

0.40

0.45

0.50

0.55

0.60

0.65

0.70

0.75

0.80

-4.00

-2.00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20
1
7-
03

20
1
7-
04

20
1
7-
05

20
1
7-
06

20
1
7-
07

20
1
7-
08

20
1
7-
09

20
1
7-
10

20
1
7-
11

20
1
7-
12

20
1
8-
01

20
1
8-
02

20
1
8-
03

20
1
8-
04

20
1
8-
05

20
1
8-
06

20
1
8-
07

20
1
8-
08

20
1
8-
09

20
1
8-
10

20
1
8-
11

20
1
8-
12

20
1
9-
01

20
1
9-
02

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 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 

工业增加值:环比:季调 

7.5

8

8.5

9

9.5

10

10.5

-2.00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
17

-0
3

20
17

-0
4

20
17

-0
5

20
17

-0
6

20
17

-0
7

20
17

-0
8

20
17

-0
9

20
17

-1
0

20
17

-1
1

20
17

-1
2

20
18

-0
1

20
18

-0
2

20
18

-0
3

20
18

-0
4

20
18

-0
5

20
18

-0
6

20
18

-0
7

20
18

-0
8

20
18

-0
9

20
18

-1
0

20
18

-1
1

20
18

-1
2

20
19

-0
1

20
19

-0
2

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 CPI:当月同比 

模拟名义增速 M2:同比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2
0
13

-0
3

2
0
13

-0
6

2
0
13

-0
9

2
0
13

-1
2

2
0
14

-0
3

2
0
14

-0
6

2
0
14

-0
9

2
0
14

-1
2

2
0
15

-0
3

2
0
15

-0
6

2
0
15

-0
9

2
0
15

-1
2

2
0
16

-0
3

2
0
16

-0
6

2
0
16

-0
9

2
0
16

-1
2

2
0
17

-0
3

2
0
17

-0
6

2
0
17

-0
9

2
0
17

-1
2

2
0
18

-0
3

2
0
18

-0
6

2
0
18

-0
9

2
0
18

-1
2

M2:同比:季 GDP:现价:累计同比 GDP:不变价:累计同比 



                                                                   

 

本报告版权属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ccnew.com 

请阅读最后一页各项声明                                                                  第 4 页 / 共 9页 

资料来源：中原证券，wind  资料来源：中原证券，wind 

2. 1-2 月消费增速表现平稳 

1-2 月社消品零售 66064 亿元，同比 8.2%，前值 8.16%。消费仍处低速增长阶段。按所

在地分，城镇同比增 8.0%；乡村增 9.1%。乡村增速较快于城镇，但城镇边际企稳改善；按消

费类型分，春节期间提振餐饮增速加快，同比增 9.7%；商品零售增速持平前值，增 8.0%；按

消费品种类分，日用品、食品、药品等必须品和交通、饰品、化妆品等升级品增速居前，汽车

跌幅收窄，油制品消费回落。 

图 5：1-2 月乡村增速快于城镇，城镇边际企稳  图 6：1-2 月药品和食品类增速居前 

 

 

 

资料来源：中原证券，wind  资料来源：中原证券，wind 

1-2 月名义增速持平去年 12 月，但剔除价格效应后的实际增速改善，1-2 月社消品实际同

比增速为 7.13%(去年为 6.63%)，比上年 12 月份加快 0.5 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加快 0.2 个百

分点。1-2 月季调环比增速修复，2 月报 0.81%较去年 12 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开年消费企稳

的主要原因是春节消费因素，假日经济带动交通、餐饮等服务类消费增多，此外，食品类和日

用品消费增速居前。同时 1-2 月网络消费增速延续回落，这符合假日经济实体店消费对网络购

物的替代规律。网上零售同比增 13.6%，下滑 23.7 个百分点，去年同期则为 37.3%。 

图 7：1-2 月实际增速和季调环比增速修复  图 8：1-2 月网上零售累计同比回落 

 

 

 

资料来源：中原证券，wind  资料来源：中原证券，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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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 月投资增速企稳反弹 

1-2 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升至 6.1%，较去年 12 月小幅上升至 0.3 个百分点。从三个主要

分项看：地产投资超预期为 11.6%，前值 8.2%，制造业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为 5.9%，前值 9.5%，

基建投资增速为 2.5%，前值 1.7%。 

从投资来源的结构上： 前两个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6.7%，较去年全年提高 3.5 个

百分点，民间投资的占比小幅回落，但仍在 60%以上。 

图 9：1-2 月地产、基建投资带动总投资增速企稳  图 10：1-2 月总投资修复，民间投资比重回落 

 

 

 

资料来源：中原证券，wind  资料来源：中原证券，wind 

3.1. 地产投资增速超预期 

从地产分项看：1-2 月房地产分项投资增速上升至 11.6％，前值 8.2％，三大先行指标回落：

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速显著回落至 6％，前值 20.5%；土地成交面积降至-34.1％，前值 13.9％，

土地成交额增速下降至-13.1％，前值 6.7％。投资是地产行业的前端指标，带动投资增速上升

的根本动力，源于投资回报率，而地产销售增速的回落抑制了投资的意愿，但因处于下游存在

一定的滞后性，我们看到 1-2 月后端的商品房成交数量及成交额同比增速降至 0.9％和 2.8％，

前值为 0.9％和 12.3％。这意味着地产投资增速对总投资的支撑作用或难以延续。 

图 11：地产对 GDP 贡献减弱，投资增速中枢向下  图 12：房地产库存去化延续，但速度放缓 

 

 

 

资料来源：中原证券，wind  资料来源：中原证券，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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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关注到 1-2 月地产价格有了环比修复，70 城环比上涨，其中：4 个一线城市环

比微涨 0.3%，31 个二线城市环比微涨 0.7%，35 个三线城市环比微涨 0.4%。其背后的主要原

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虽然地产投资增速还处于低位，但是下游楼市去库存延续，目前低位库存

较 2018 年 2 月已有修复，但是供给端收窄也是支撑房价的一个因素；二是房贷利率有所回落，

1-2 月首套和二套房贷款利率分别有去年 12 月的 5.66 和 6.02 回落到现在的 5.63 和 5.99,购房

信贷的成本回落；三是新一轮吸引人才的政策正在各地落实，抢人大战通过降低落户门槛和购

房资格，也提振了购房需求的新增量。 

图 13：1-2 月主要地产指标走势  图 14：1-2 月房贷利率走势 

 

 

 

资料来源：中原证券，wind  资料来源：中原证券，wind 

那么，带动 1-2 月投资增速上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是土地购置

费在去年的调整，上涨了 66%，同比增速与去年前两个月比较明显被低基数抬升；二是去年开

始货币政策从偏紧走向偏宽松，信贷环境改善有利于房地产投资风险的下降，存贷利率下行也

提升了未来购房贷款成本下行的预期；三是年后地产开工进度加快，在开工前建造资金提前到

位。 

3.2. 铁路投资带动基建发力 

1-2 月基建投资同比增速上升至 2.5％，前值 1.7％，若不含电力增速 4.3%，前值 3.8%。

铁路投资大幅增长构成主要支撑节后基建或加快发力，一方面是积极财政政策借助地方债发行

筹资，资金或将在 2 季度逐步到位；另一方面，年后开工复产季节性因素干扰减少。前期 PPP 

落地加速，2019 年或将 1.15 万亿资金增量用于基建领域，二会报告明确今年完成铁路投资

8000 亿元、公路水运投资 1.8 万亿元的目标。预示基建未来仍将是推动投资增速的主要引擎。 

支撑基建的主要因素：一是财政支持力度加码，通过削减三公经费和扩大赤字率，提升财

政支出的规模；二是借助地方融资平台发售地方政府专项债；三是中性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对

于重点领域补短板，为投资释放适度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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