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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PMI 数据点评

10 月制造业 PMI 与上月基本持平，供需两侧维持积极走势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10 月份制造业 PMI 为 51.4%，环比小幅回调 0.1 个百分点，高于

上年同期 2.1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6.2%，较上月抬升 0.3 个百分点，高于

上年同期 3.4 个百分点；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5.3%，环比上升 0.2 个百分点，同比上升 3.3

个百分点。

主要观点：

10 月制造业 PMI 环比小幅回调 0.1 个百分点至 51.4%，当月工作日减少对制造业 PMI

指数有一定下拉作用。10 月生产指数与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3.9%和 52.8%，均与上月基本持

平，显示供需两端保持良好修复态势，内外需求加快修复对供给形成正向拉动。

当前海外疫情反复对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形成限制，月末国际油价震荡下跌至 35.7 美元

/桶，但对国内价格传导存在滞后现象，而受国内需求持续修复的支撑影响，10 月原材料购

进价格指数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至 58.8%的高度扩张区间。10 月出厂价格指数环比上升

0.7 个百分点至 53.2%，二者差值有所收窄，提示在终端消费升温的背景下，制造业下游企

业的利润或出现改善。

10 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再创近 7 年以来新高。当月服务业 PMI 为 55.5%，连续 7

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受十月国庆及中秋双节的带动，服务业消费市场需求得到积极释放。

建筑业 PMI 为 59.8%，高位小幅回落，建筑业相关增长对逆周期调节起到关键作用，房地产

调控收紧对施工的影响仍然较为有限。

主要得益于服务业相关指数的边际抬升，10 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5.3%，达到 2017

年 10 月以来的高点。显示我国宏观经济维持积极修复态势，且修复动能正在向消费端和服

务业切换。不过，当前全球新冠疫情出现二次反弹，外部风险仍值得重点关注。综合考虑，

短期内制造业 PMI 有望维持在扩张区间，非制造业 PMI 在建筑业相关指数支撑下，将大概

率处于高位景气状态。

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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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指数（季节调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

一、生产与新订单指数与上月基本持平，供需两端差距边际继续收窄

2020 年 10 月制造业 PMI 为 51.4%，较上月小幅回调 0.1 个百分点。

图 2 制造业 PMI 构成指数变动情况（季节调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

图 3 制造业 PMI 及其分项指数（季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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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

1、生产指数为 53.9%，制造业生产端平稳恢复

10 月 PMI 生产指数环比小幅下调 0.1 个百分点至 53.9%，延续疫情得到控制以来的平均

扩张水平。受国庆及中秋双节假期影响，10 月法定工作日较 9 月的 23 天缩短至 17 天（为

近三年单月最短法定工作日），对制造业企业生产节奏造成一定的影响。不过从高频数据来

看，当月高炉开工率、半钢胎开工率等数据延续 9 月以来的高速增长水平，焦化、PE、PP、

涤纶等中上游生产企业的开工率处于持续上升态势；就近期主要行业生产数据来看，生铁、

粗钢、水泥、汽车的产量连续数月保持较高的同比增长；此外 9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数据已升

至 6.9%的年内最高水平。生产相关的多项数据持续改善，显示出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后制造

业生产端平稳恢复。未来制造业生产端可持续能否扩张，仍需关注需求端走势以及上下游行

业分化的情况。

图 4 发电厂耗煤量、高炉开工率及半钢胎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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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2、新订单指边际维持，需求加快修复对供给形成正向拉动

10 月新订单指数为 52.8%，环比较上月持平，制造业需求连续 6 个月保持改善。3 月以

来，制造业新订单指数持续低于生产指数，近 3 个月二者差值正逐步缩小，需求修复对生产

端形成有力支撑。

最新的 9 月社零同比数据加速修上升至 3.3%，保持疫情以来的 V 字反弹态势。从具体

行业来看，上游的煤炭、钢材、建材销量自 5 月起维持在较高同比增速，挖掘机销量同比数

据自 4 月起保持在较高水平，乘用车销量在 7-9 月连续保持同比 8%左右的高增，家电方面

冰箱、洗衣机销售增长率已回复至疫情前 5%左右的水平。此外，四季度是零售业打折促销

的旺季，十月双节打折活动以及紧跟的双十一促销对终端需求形成一定的拉动作用。

海外需求方面，今年以来出口表现连续超出预期，二季度之后发达国家经济陆续恢复，

以防疫物资和宅经济为代表的海外需求走强对国内市场形成一定的补充。总体看，四季度消

费端动能正逐步启动，终端消费加快修复对供给端的正向拉动作用正在显现。

3、海外疫情二次来袭，国际油价震荡下跌，价格指数边际上升动力趋缓

随着北半球进入深秋天气转冷，海外疫情反弹势头逐步显现，部分欧洲国家每日新增确

诊病例接近甚至超过第一阶段峰值，国际油价出现继续下行的趋势。10 月 30 日的 WTI 原油

期货结算价格小幅震荡下跌至 35.7 美元附近，重回 5 月份的市场价格水平。不过，国际原

油价格向受国内传导存在时滞，而受国内需求持续修复的支撑影响，月内国内能源、矿产类

大宗价格指数在 9 月末的下挫之后保持坚挺走势。此外受 PMI 数据报送时间（每月 22-25

日）的影响，10 月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至 58.8%的高度扩张区间，出

厂价格指数环比上升 0.7 个百分点至 53.2%，二者差值有所收窄，提示在终端消费升温的背

景下，制造业下游企业的利润或出现改善。

受国际疫情的悲观预期影响，四季度大宗商品市场恐面临持续震荡，后续价格修复动能

可能继续减弱，四季度 PPI 同比预计仍将保持在-2.0%左右的水平。

图 5 制造业 PMI 及其部分构成指数（季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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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

图 6 国际油价走势（美元）

数据来源：WIND

图 7 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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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4、进出口相关指数维上扬走势，外贸数据持续好于预期

10 月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分别为 51.0%和 50.8%，继上月突破临界值后进一步上

扬，达到 2018 年 6 月以来的最高点。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弥补了全球供给

能力的不足，随着主要国家制造业 PMI 恢复至扩张区间，外部需求对出口相关数据形成有

力支撑，三季度我国集成电路、计算机、医疗器械等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速分

别达到 14.9%、10.7%和 48.2%。

不过，当前海外疫情反复对全球经济增长将形成限制，从主要国家 PMI 数据来看，8 月

以来各国经济修复速度较前几个月明显放缓，未来国际贸易走势也将未来出口数据形成挑战。

进口方面，近期国内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不及预期，货币收紧、房地产调控等措施将对

后续进口增速形成一定的抑制作用。四季度进出口相关数据能否保持强势仍需谨慎观察。

图 8 制造业 PMI 其他相关指标（季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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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6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