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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宏观动态 

中国经济仍需“固本培元” 

 核心摘要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固本培元”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 

1、宏观层面：中国经济复苏的动能仍偏外向，而作为当前“稳定力量”的房地产和基建投资都处于整肃监管压力之下，

不太可能成为外需的有力承接。从主要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复苏的高低脚突出：经济复苏的长板是出口和工业，

稳定力量来自服务业、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而短板在于制造业投资和消费。目前政策已从房企、金融机构、地方政

府和限购等层面形成合力，力图减轻中国经济与房地产的“捆绑”；基建投资则内嵌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的环境下，

增长空间同样受限。因此，面对外需改善不可长期持续，中国经济必须进一步提振制造业投资和消费增长，才能保证足

够的内生动能。 

2、中观层面：出口对产业链的拉动不平衡，加之国内消费复苏缓慢，导致多数下游行业高库存、低营收、弱盈利、轻

投资，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行业景气进一步承压。本轮出口拉动中，中游装备制造类行业出口率先拉升，

医药和汽车行业随后，背后逻辑是发达国家生产受限，从中国进口了更多的工业制成品；今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

涨，加之发达国家工业生产恢复，带动上游原材料行业出口加速反弹；但其它下游行业出口持续负增长，与新冠疫情之

前无异。当前，下游制造业普遍出现较高库存与较低营收的严重脱节，对于行业后续生产的持续性，以及扩张投资的可

能性都会产生不利影响。2021 年工业企业利润改善在上游和中游表现更为突出，下游多数行业利润增速均处于历史最

低水平；对应于固定资产投资，虽然各行业普遍表现平淡，但下游行业还是产生了更大拖累。 

3、前景展望：随着欧美在实现群体免疫后复工复产速度加快，后续对中国出口的产业链拉动可能向上迁移，并不会自

然而然地帮助扭转下游产业目前的困境；促进消费亦需更高层面的改革配套，会成为一项中长期挑战，当下来看并不会

立竿见影地帮助下游产业转嫁成本压力。随着当前欧美国家逐步实现群体免疫，工业生产持续复苏，欧盟和美国的进口

需求从去年的消费品和资本品逐步转移向中间品，意味着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拉动将从中游逐步向上游迁移。除了出口拉

动的不平衡外，消费的持续低迷也加重了下游产业链的压力。居民消费倾向自 2020年疫情冲击显著下挫以来，尚未有

效回升。中国老龄人口快速老龄化，且未富先老，成为拖累中国消费增长的中长期因素，需要以养老保险体系的构建完

善、控制房价上涨加以应对，近期对校外辅导的严令监管可能也是聚焦人口与消费问题的一环。 

4、考虑到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向下游产成品传导不畅，国内通胀仍然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因而通胀不应成为掣

肘宏观政策固本培元的因素。从中游行业高产能利用率的情况来看，原材料价格经由中游向下游传导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但下游行业向终端消费者进行成本转嫁的能力较低，从而会对下游制造业的盈利造成更严重挤压。 

简言之，当前中国经济存有短板（制造业投资和消费），尤其产业链的下游表现得更明显，仍然需要宏观政策上的“固

本培元”。在美联储政策动向备受瞩目的情况下，中国的货币政策仍应“以我为主”，“抢跑”固然不必，是否跟随亦需

再行观察。而聚焦中国经济的短板，维持足够程度的呵护，应该成为“以我为主”的最主要考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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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本培元”是今年 4月 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宏观政策的新定调。中国经济为何需要固本培元？在会议两月过去后，

是否仍需固本培元？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决定着未来一段时间的宏观政策走向，尤其是在美联储加息预期前移、并即将讨论缩

减 QE 的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是否应该“抢跑”或者跟随，在当前仍然存有争议。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存有短板（制造业投资和消费），尤其产业链的下游表现得更明显，仍然需要宏观政策上的“固本

培元”。在美联储政策动向备受瞩目的情况下，中国的货币政策仍应“以我为主”，“抢跑”固然不必，是否跟随亦需再行观

察。而聚焦中国经济的短板，维持足够程度的呵护，应该成为“以我为主”的最主要考量之一。 

 

一、 宏观层面：经济复苏存在“高低脚” 

从主要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复苏的“高低脚”突出。经济复苏的“长板”是出口和工业：今年前 5 个月，工业企

业出口交货值的两年复合增速达到 8.2%，而 2019年疫情前增速仅 1.3%；受出口带动，工业增加值两年复合增速也持续高

于新冠疫情爆发前水平。经济复苏的稳定力量来自服务业、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其两年复合增速已与疫情前相差不大。

经济复苏的“短板”在于制造业投资和消费：前 5 个月餐饮收入的两年复合增速仍未转正，大幅低于疫情前接近 10%的增

速水平；商品零售从 3月开始复苏接近停滞，两年复合增速 4.8%仍显著低于疫情前 7.9%；制造业投资的恢复也较缓慢，相

比疫情前 3%左右的增速尚有明显差距，尤其体现为民间投资复苏亦显乏力。 

图表1 截至 2021年 5月，中国经济复苏的不均衡特征凸显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可见，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动能仍偏外向，而作为当前“稳定力量”的房地产和基建投资都处于严格监管之下，不太可能

作为外需的有力承接。目前，政策层面已从房企（三条红线）、金融机构（两项房贷集中度政策）、地方政府（供地两集中）

和居民（限购）等层面形成合力，力图减轻中国经济与房地产的“捆绑”。在此形势下，尽管目前房地产销售仍保持较高景

气，但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速持续负增长，增速亦大幅低于疫情之前。这使得房地产投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已开工项目

的施工，其后劲和增长的稳定性都存在不确定性。基建投资则内嵌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的大背景下，在清理规范地方融

资平台、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的严厉要求下，目前基建相关财政支出（包括城乡社区事务、交通运输、节能环保）两年复

合增速大幅负增，地方专项债也出现发行进度缓慢的现象，后续基建投资的增长空间同样受限。因此，面对外需改善不可长

期持续，中国经济必须进一步提振制造业投资和消费增长，才能保证有足够的内生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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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今年以来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负增 

 

图表3 今年以来基建相关财政支出大幅下滑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注：2021年为两年复合增速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二、 中观层面：产业链的下游短板明显 

在本轮疫后复苏中，出口是终端需求的主要来源。2020 年净出口对中国 GDP 的贡献率达到 28%，是二十年来最高。但本

轮出口对中国产业链的拉动并不平衡，这与 2017年上一轮出口高景气时期有很大差别。本轮出口拉动中，中游装备制造类

行业出口率先拉升，医药和汽车行业随后，背后逻辑是发达国家生产受限，从中国进口了更多的工业制成品；今年以来国际

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加之发达国家工业生产恢复，带动上游原材料行业出口加速反弹；但其他下游行业（除医药、汽车）出

口持续负增长，与新冠疫情爆发前无异。 

图表4 2020 年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 

 

图表5 但本轮出口对产业链的带动并不平衡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注：2021年为两年复合增速 

 

与上述出口交货值的情况相对应，截至 2021年 4月，除医药、汽车以外的下游工业行业工业增加值两年复合增速普遍偏低，

各行业平均增速为 2.8%；而上游、中游各行业工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速分别为 5.6%和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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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 今年以来下游行业工业增加值增速普遍较低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剔除工业品价格影响后，今年 1-4 月（两年复合）整体工业处于高营收增长、同时高库存增长状态，体现生产热情较高、且

工业品需求也较旺盛。但从中观行业来看，库存与营收的组合却呈现出明显分化：高库存、高营收状态在中游制造业行业中

较为普遍，上游的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石油化工也呈现此种状态，下游的汽车、烟草、农副食品亦然。但其它下游制造业

普遍出现了较高库存与较低营收的严重脱节（库存增速处于历史较高分位，而营收增速处于历史较低分位）。出现类似状况

的还包括上游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中游的仪器仪表、通用设备、木材加工和造纸，但并不像下游行业那般突出。这种“高库

存、低营收”的组合，对于下游行业后续生产的持续性，以及扩张投资的可能性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图表7 剔除价格因素后工业整体上呈现出“高营收、高库存”的格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30)
(20)
(10)

0
10
20
30
40

非
金
属
矿
物

黑
色
金
属

化
学
制
品

化
学
纤
维

有
色
金
属

石
油
煤
炭
加
工

废
弃
资
源
利
用

电
气
机
械

通
信
电
子

专
用
设
备

通
用
设
备

仪
器
仪
表

木
材
加
工

橡
胶
和
塑
料

造
纸

其
他
制
造
业

金
属
制
品
业

医
药

汽
车

烟
草
制
品

运
输
设
备

印
刷

食
品

家
具

酒
饮
料
茶

文
娱
用
品

农
副
食
品

纺
织
业

纺
织
服
装

皮
革
制
鞋

上游 中游 下游

% 1-4月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速 1-4月出口交货值两年平均增速

(30)

(20)

(10)

0

10

20

30

40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累计同比，%
工业企业营业收入-PPI 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PPI

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PPI



  宏观·宏观动态跟踪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免责条款  5 / 9 

 

  

 
 

图表8 但下游行业出现更严重的“低营收、高库存”状体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从实际利润表现看，2021 年工业企业利润改善也在上游和中游表现更为突出，下游多数行业利润增速均处历史最低水平。

此外，上游的非金属矿物、木材加工（高库存低营收）、金属制品（低增加值）的利润表现也不佳。对应于固定资产投资，

虽然两年平均来看各行业普遍表现平淡，但下游行业还是产生了更大的拖累。细分行业来看，除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之外，

汽车行业拖累 1-5 月制造业投资两年平均增速达 1.85 个百分点，其后续恢复增长的能力对制造业投资反弹空间至关重要，

而通信电子、医药和黑色金属业是拉动当前制造业投资增长的主力。 

图表9 下游行业利润增速普遍处于历史低位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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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 下游行业对制造业投资产生更大拖累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下游行业的“短板”直接导致了工业品价格传导的不畅。将本轮 PPI攀升与上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期间做一比对，可见目前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向中下游的传导尚不畅通，且向下游的传导性比当年更加不畅。同时需注意，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行业

产能利用率来看，目前中游的专用设备、电器机械、通用设备行业产能利用率均已处于 2016年底以来高位，与下游行业普

遍处于中位水平形成鲜明对比。也就是说，原材料价格经由中游进一步向下游传导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下游行业向终端消

费者进行成本转移的能力较低，从而会对下游制造业的盈利造成更严重挤压。 

图表11 本轮 PPI从上游向下游传导更加不畅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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