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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经济数据：二季度经济动能高点兑现

核心观点

5月经济表现延续较高景气。供给端，工业生产稳中加固，5月工业增加值同比+8.8%，
保持较高增速，发电、炼钢数据维持高位。需求端，五一小长假带动线下消费有所
回暖，社零两年平均增速小幅改善；投资方面，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改善，两年平
均增速由负转正，地产投资仍具韧性。从供需两端数据看，目前我们仍处于稳增长
压力较小的时间窗口，金融稳定仍是目前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我们预计信用收缩
或延续至三季度末。三季度“稳货币+紧信用”组合下，权益市场仍面临一定估值回
调压力；预计利率债震荡，信用债提示关注可能出现优质民企、国企和城投平台违
约事件爆发进而形成风险传染。

 用工需求韧性，就业形势较好

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0%，较前值继续下降 0.1个百分点，就业形势稳中向
好。一方面，线下消费恢复较快，五一假期带动餐饮、零售、旅游等行业快速修复，
服务业就业岗位不断增多。另一方面，企业生产经营稳中向好，1-4月工业企业利润
表现强劲，制造业投资数据也在不断改善，用工需求保持一定韧性。

 工业景气较高，回归趋势不改

5 月工业保持较高景气，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8%，两年平均增长
6.6%，高于市场一致预期，基本符合我们预期。5月份工业生产总体延续前期景气
态势，但边际放缓迹象已现，部分负面因素的冲击已有所体现（如汽车缺芯）。国内
需求方面，消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向好、地产投资有韧性及服务业加快恢复对工
业生产有一定支撑。外需在 5月仍有一定支撑，但随着海外供给的修复，供需缺口
弥合，支撑力度或有所减弱。我们认为，6月工业生产有望保持良好态势，但部分支
撑因素的利好强度可能进一步边际放缓及部分负面因素的冲击，读数将进一步回落。

 线下消费复苏，社零小幅改善

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2.4%，略低于预期，两年复合增速 4.5%，前值
4.3%，社零小幅向上改善。“五一”小长假期间数据表现良好，带动线下消费明显改
善，消费分化修复的特征有所收敛。汽车消费增速回调，“缺芯”影响逐渐显现。往
前看，6月消费可能阶段性受局部疫情复发的影响。

 投资延续回落，制造业修复速度快符合预期

1-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15.4%，较前值回落 4.5个百分点，
两年平均增长 4.2%。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18.3%，较前值回落 3.3个百
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1.8%，较前值回落 6.6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同比增
长 20.4%，较前值回落 3.4个百分点。从与 2019年相比的两年复合增速看，地产、
基建、制造业投资两年平均增长 8.6%，2.6%和 0.6%，仍是地产最为强劲，但制造业
投资实现转正。从 5月当月同比增速看，制造业投资继续维持最高增速 13.5%，高
于地产投资的 9.8%和基建投资的-2.5%，基建当月投资增速今年以来首次转负。我
们此前持续提示 3月制造业投资的环比增速高于历史同期，对制造业投资数据不必
悲观，并预计今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仍有望走出相对基建和地产投资更好的趋势，目
前继续得到验证。

风险提示：海外疫情超预期恶化；中国经济超预期恶化；全球经济及金融危机爆发
冲击我国经济基本面；中美博弈超预期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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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季度经济动能高点兑现

5月经济表现延续较高景气。供给端，工业生产稳中加固，5月工业增加值同比+8.8%，

两年平均增长 6.6%，保持较高增速，发电、炼钢数据均维持高位。需求端，五一小长假

带动线下消费有所回暖，出游人数、餐饮、票房等数据均显示出线下消费正在积极复苏；

投资方面，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改善，两年平均增速由负转正，地产投资仍具韧性，基

建投资保持平稳。从供需两端数据看，5月经济增长较为强劲，拐点尚未出现。随着信用

收缩进程延续和出口数据的渐次回落，下半年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将逐渐显现。

目前我们仍处于稳增长压力较小的时间窗口，经济基本面强、就业状况良好，PPI
上涨压力也尚未传递到 CPI，国际收支基本平衡，金融稳定仍是目前货币政策的首要目

标，我们预计信用收缩或延续至三季度末。三季度“稳货币+紧信用”组合下，权益市场

仍面临一定估值回调压力，大的行情仍需等待，可进行结构性配置，建议提前配置金融

板块及中游相关行业机会；预计利率债震荡，信用债提示关注可能出现优质民企、国企

和城投平台违约事件爆发进而形成风险传染。

2. 用工需求韧性，就业形势较好

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0%，较前值继续下降 0.1 个百分点，就业形势稳中向

好，春节以来已连续三个月修复。5月城镇新增就业 137万人，高于去年同期的 106万人，

与 2019年同期的 138万人比较接近。

一方面，线下消费恢复较快，五一假期带动餐饮、零售、旅游等行业快速修复，服

务业就业岗位不断增多。另一方面，企业生产经营稳中向好，1-4月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

快增长，两年复合增速维持在 22.3%的高水平，用工需求保持一定韧性。

图 1：5月调查失业率为 5.0%，已达到 2019年同期水平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往前看，我们认为调查失业率面临阶段性上行压力。一方面，6、7月正值毕业季，

2021年高校毕业生达 909万人，前值 874万，再创历史新高，就业的结构矛盾仍为严峻。

随着毕业生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失业率可能季节性上探；另一方面，6月以来南方进

入主汛期，全国 16省共有 12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往年同期偏多三成，短期内

会对农业与基建作业造成一定影响，增大调查失业率的上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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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业景气较高，回归趋势不改

5月份工业保持较高景气，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8%，两年平均增长

6.6%，高于市场一致预期，基本符合我们预期。5 月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相比 4月放缓

0.2个百分点，保持较高景气，但总体来看未来工业生产渐回正轨的趋势不变，生产强劲

的惯性或会使二季度工业生产放缓的斜率较为平缓。

5月份工业生产总体延续前期景气态势，但边际放缓迹象已现，部分负面因素的冲

击已有所体现。据国家能源局数据，5月份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1.5%，较 2019年
5 月复合增速 7.6%，较 4 月用电量环比回升。从高频数据上看，5月螺纹钢产量、高炉

开工率、汽车半钢胎开工率等数据景气强度较 4月份保持平稳，强度已稍弱于 2019年同

期。汽车缺芯对生产的负面冲击在 5月已有所体现，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仅为+0.5%。

国内需求对工业生产有一定支撑。5月下游消费景气延续，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

面积较往年同期仍有较好表现，五一小长假及各地消费促进月活动支撑汽车销量向好；

第二，投资方面，高技术制造业投资积极，地产投资仍有韧性；第三，服务业加快恢复

带动相关制造业产业链生产，随着国内疫苗的加速推进，院线、餐饮、客运等服务业加

快恢复。

外需在 5月仍有一定支撑，但随着海外供给的修复，供需缺口弥合，支撑力度或有

所减弱。出口集装箱指数 CCFI 在 5月持续上升屡创新高，外需有较高景气，但据中港协

数据，5月上、中、下旬沿海主要枢纽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11.8%、6.8%、2.4%，

增速逐旬放缓。我们认为，随着海外疫苗兑现，海外供给逐步回升，将使海外供需缺口

对我国工业生产的支撑强度边际减弱。5月 PMI新出口订单 48.3，回落至临界点以下，

环比 4月有较大回落。发达经济体及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端数据改善，例如美国粗钢

产量和炼油厂开工率在 5月份有所上升，接近疫前水平，美英德韩等国家出口数据改善。

服务业稳步复苏对相关产业链有促进作用。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8.2%，两年平均增长 6.6%，较上月加快 0.4个百分点，服务业稳步复苏，从第三产业用

电量同比增长 23.4%可得到印证。随着国内疫苗的普及和气温提升，服务业已恢复至较

高水平，据文旅部数据，五一假期间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次按可比口径已恢复至疫前同

期的 103.2%。我们认为，在未来即使部分地区疫情有所反复也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对全

国范围内的服务业影响有限，服务业有望稳步恢复。

图 2：工业增加值主要门类：5月同比 图 3：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速与去年同期对比

资料来源：Wind, 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浙商证券研究所



[table_page] 宏观研究

http://research.stocke.com.cn 5/1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从分项数据上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2%、制造业增长 9.0%、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1.0%，制造业表现强劲。我们主要关注的工业产品原煤

（0.6%）、汽车（-4.0%）和水泥（-3.2%）表现较弱：钢材（7.9%）、发电量（7.9%）和

十种有色金属（10.3%）同比增速较高。高技术制造业势头强劲，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

人、集成电路同比分别增长 166.3%、50.1%、37.6%，两年平均增速均超过 19%。

我们认为，6 月工业生产有望保持良好态势，但部分支撑因素的利好强度可能进一

步边际放缓及部分负面因素的影响，读数将进一步回落。

4. 线下消费复苏，社零小幅改善

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2.4%，略低于预期，两年复合增速 4.5%，前值

4.3%，社零小幅向上改善。

5月线下消费明显改善，带动社零稳步修复。“五一”小长假期间数据表现良好，全

国国内旅游出游人次达 2.3 亿，恢复至疫情前同期的 103.2%。商务部披露，5月 1 日-5
日，重点零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清明假期增长 32.1%，呈现加速回升态势。中国饭店协

会披露，五一期间百家餐饮企业日均营收较 2019年同期增长 27.1%。另外，电影票房数

据也体现出线下消费的修复力度，5月单月票房约 49亿元（2019年同期为 37亿元），一

扫 3、4月票房颓势，创 5月历史新高。

图 4：5月单月票房创历史同期新高 图 5：“五一”旅游出游人次恢复至疫情前同期的 103.2%

资料来源：Wind, 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浙商证券研究所

从社零分项数据来看，消费分化修复的特征有所收敛。高社交属性消费小幅提振，

其中餐饮两年复合增速为 1.3%（前值 0.4%），石油及制品两年复合增速为 1.7%（前值

0.8%），纺服鞋帽两年复合增速为 5.7%（前值 3.4%）。地产后周期消费保持韧性，建筑装

潢、家具、家电两年复合增速分别为 10.7%、7.7%和 3.7%，建筑装潢小幅回落，家电回

归正增长。“宅经济”和必需品依然保持高增速，但增速较前值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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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社零分化修复有所收敛，餐饮、石油及制品、纺服鞋帽消费增速小幅提振

资料来源：Wind, 浙商证券研究所

汽车消费增速回调，“缺芯”影响逐渐显现。5 月汽车类零售额同比+6.3%，较

前值回落较快。据乘联会披露，2021年 5月狭义乘用车市场零售 162.3万辆，同比

增长 1 %，批发 160.6万辆，同比下降 2.1%，生产 157.6 万辆，同比下降 2.6%，终

端销售环节的数据好于制造、批发环节。实际上，4月中下旬以来，汽车零售数据表

现优于批发数据已是常态，“缺芯”对于汽车生产的影响已经逐渐体现到零售端。据

海外咨询机构 AFS 测算，截至 6月初，由于汽车缺芯影响，全球汽车累计停产数量

已达 299万辆。不过随着全球生产能力的逐渐修复，“缺芯”问题有望在未来 1~2个
季度得到逐步缓解。

图 7：汽车零售端表现优于批发端 图 8：经销商库存系数位于低位

资料来源：Wind, 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浙商证券研究所

往前看，6 月消费可能阶段性受到局部疫情复发的影响。由于本地确诊病例出现，

广州等地加强了疫情防控力度。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6月 7日晚间发布通知，要求中

高风险地区及实施封闭、封控管理区域内的各类公共文化旅游场所全部停业；全市密闭

娱乐场所（电影院、剧院、KTV、上网服务场所等）暂停营业。据哗啦啦大数据显示，5
月 28~30日的周末餐饮数据环比上一周（5 月 21~23日）下降了将近 50%，疫情影响可

见一斑。参考去年 12月河北和东北疫情影响，我们认为，消费复苏的势头仍在，但 6月
社零数据的向上修复可能受到疫情阶段性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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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延续回落，制造业修复速度快符合预期

2021 年 1-5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15.4%，较前值回落 4.5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4.2%。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18.3%，较前值回落 3.3
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1.8%，较前值回落 6.6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同比增

长 20.4%，较前值回落 3.4个百分点。从与 2019年相比的两年复合增速看，地产、基建、

制造业投资两年平均增长 8.6%，2.6%和 0.6%，仍是地产最为强劲，但制造业投资实现转

正。从 5月当月同比增速看，制造业投资继续维持最高增速 13.5%，高于地产投资的 9.8%
和基建投资的-2.5%，基建当月投资增速今年以来首次转负。我们此前持续提示 3月制造

业投资的环比增速高于历史同期，对制造业投资数据不必悲观，并预计今年制造业投资

增速仍有望走出相对基建和地产投资更好的趋势，目前继续得到验证。

图 9：固定资产投资分项走势

资料来源：Wind, 浙商证券研究所

5.1. 制造业：增速仍有强于季节性的表现

1-5 月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前值回落 3.4个百分点至 20.4%，两年复合增速由-0.4%实

现转正至 0.6%。5月当月同比增速 13.5%处于较高水平，高于基建、地产投资的当月增

速，5月环比增速看同样有强于季节性的表现，我们认为制造业有超预期上行的走势与

PPI大幅上行相关，同时充分验证了我们此前“预计今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仍有望走出相

对基建和地产投资更好的趋势”的判断。

制造业投资增速主要受下游需求、工业企业利润、产能利用率等基本面数据及信贷、

社融等的资金面数据影响。我们认为工业品价格上行、企业利润的恢复、库存周期的开

启将使得企业中长期资本开支意愿进一步提升，在信贷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有望对制造

业投资提供较强的支撑，后续制造业投资增速下行仍将较为缓慢，当月增速短期内有望

保持较高增速，但下半年或面临一定边际回落压力。其中，预计央行仍将通过MPA考核

加大制造业融资考核权重，增强对制造业领域的资金支持，制造业企业融资可得性仍将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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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结构方面，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仍然表现最好，是制造业投资的主要支撑。数据

显示，1-5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29.9%，两年平均增长 15.5%，其中，计算机及

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48.3%、34.0%，两

年平均分别增长 28.9%、17.0%，明显高于整体制造业投资。其他传统行业中，受益于前

期需求改善较为明显的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及价格和盈利向中游传

导，如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表现相对较强。

全年看，行业出清和 PPI维持高位均会从数据维度推升制造业名义增速，我们预计

全年制造业投资将在库存小周期及行业出清的共同推动下，有相对较强的表现，但下半

年需求回落的趋势下，制造业投资增速也较难大幅走高。

图 10：制造业部分行业投资增速

资料来源：Wind, 浙商证券研究所

5.2. 基建：基数效应下降，节奏略有下滑

2021年 1-5月基建投资（不含电力）累计同比增长 11.8%，两年复合累计增速 2.35%，

其中 5 月当月同比增速-2.5%，两年复合当月同比 2.76%。其中，1-5月道路运输、水利

管理、铁路运输和公共设施管理投资增速分别为 10.6%、15.4%、7.1%和 8.7%，前值分

别为 16.8%、24.9%、27.5%和 14.1%。

基数效应下降。疫情冲击导致 2021年前 4 个月基建投资基数效应明显，5 月基

数效应影响显著下降，1-5 月的累计增速也向当月同比不断收敛，下半年仍将保持渐

进收敛特征，基数效应扰动不断下降。

5月专项债发行明显提速，但支撑有限，不会带来基建增速大幅反弹。截至 6月 11
日，年内已发行新增专项债 7888亿，达到预算安排的 22.75%，与去年同期的 58.5%有较

大差距。从节奏上看，5月起专项债发行明显提速，对基建的资金支持有所增加，但我们

认为专项债资金的发行加速不会带来基建增速的大幅反弹，主因与 2020年下半年以来的

逻辑较为一致，自 2020年下半年以来影响基建投资的核心掣肘是项目质量和压实责任的

防风险态度，而非资金。因此即便后续 Q3新增专项债出现“天量发行”特征，也不会导

致基建大幅快速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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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0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