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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数据点评 

本研究报告由浦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分析师编制，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最后部分的分析师披露、商业关系披露及免责声明。 

6 月中国宏观数据点评——   

V 型复苏后的下一步是什么？ 
 

在年中展望报告中我们写道，只有最强健的经济体才能在全球

深度衰退中幸存下来，而中国就是其中代表。我们认为，中国

的生产力比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更具有竞争力，因此它将从此

次新冠病毒大流行中脱颖而出。与此同时，与大多数发达市场

国家相比，中国在货币和财政方面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所以无

论是相对新兴国家或发达国家，中国经济的韧性都比预期强。 

 

但是我们不得不着重强调，不应该简单地将 V 型复苏趋势推演

至未来几个季度。二季度的数据显示，经济活动在一季度完全

停止之后出现了明显反弹，但是这种急剧的连续增长不太可能

进一步扩大。我们应该做好准备以应对波动，尤其是经济复苏

过程中伴随的阻力（例如席卷长江流域的洪水和新冠病例的反

弹等），同时我们也不能排除冬季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

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尽管如此，考虑到出口市场份额的潜在增

长和市场化改革（详情请见我们的宏观报告《2H20 宏观经济展

望：后疫情时代的问与思》），我们对中国的长期增长充满信心。 

 

洪水对经济的影响是可控的且暂时的：到目前为止，今年的洪

水集中在长江流域，其影响主要波及长江沿岸的 7 个省市（重

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相比之下，1998

年的洪水造成 11 个省份受灾，2016 年的洪水影响多达 12 个省

份。1998 年洪水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 GDP 的 3.0％，而 2016

年洪水造成的经济损失只有 GDP 的 0.4％。随着基础设施建设

的完善和应急管理能力的提高，洪水带来的经济损失已经大大

减少。因此，我们认为今年洪水导致的经济损失将不会超过 GDP

的 0.4％。经济损失将主要集中在因洪水而造成停工的户外建筑

行业和某些制造业。因此，我们可能在接下来的三季度看到固

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数据疲软的迹象。然而，经济活动的

持续恢复和洪灾过后基础设施的重建将提振四季度的 GDP。洪

水对通胀的影响也不会超过第三季度，我们依然认为下半年的

CPI 增长会因为去年的高基数效应而明显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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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数据（同比，%） 6 月 5 月 1Q20 

GDP1 3.2 - -6.8 

工业增加值 4.8 4.4 -8.4 

固定资产投资 -3.1 -6.3 -16.1 

房地产开发投资 1.9 -0.3 -7.7 

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 0.58 0.49 0.14 

城镇调查失业率 (%) 5.7 5.9 5.8 

消费品零售总额 -1.8 -2.8 -19.0 

人均可支配收入 1 -1.3 - -3.9 

人均消费支出 1 -9.3 - -12.5 

出口 (美元口径） 0.5 -3.3 -6.62 

进口 (美元口径） 2.7 -16.7 -1.02 

贸易差额 (亿美元) 464.2 629.3 199.6 

CPI 2.5 2.4 5.0 

PPI -3.0 -3.7 -0.6 

M2 11.1 11.1 9.1 

M1 6.5 6.8 3.27 

社融存量 (万亿元) 271.8 268.4 262.2 

社融增量 (万亿元) 3.43 3.19 11.08 

新增人民币贷款 (万

亿元） 
1.81 1.48 7.10 

注：1为季度数据；2为 3 月份数据，1、2 月份无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浦银国际 

 
相关报告： 

《2H20 宏观经济展望：后疫情时代

的问与思》（2020-06-19）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eec85b06d67b.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eec85b06d67b.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eec85b06d67b.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eec85b06d67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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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带动 2Q GDP 超预期 

中国经济增长在二季度实现由负转正，GDP 同比增长 3.2%，高

于预期 0.8 个百分点，复苏势头强劲。与第一季度-6.8%的负增

长相比，第二季度经济反弹整整 10 个百分点。上半年总体还是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GDP 同比下降 1.6%。 

 

随着国内疫情在 4 月份得到有效控制，各行各业开始复工复产，

但消费需求回升缓慢。产业数据明显发现生产端比需求端的复

苏强劲。跟一季度相比，二季度的第一产业回升 6.5 个百分点，

代表制造业与建筑的第二产业回升 14.3 个百分点，而代表服务

业也即是需求端的第三产业只回升 7.1 个百分点。消费者信心

的缺失和区域间的封锁措施直接导致第三产业恢复较慢。 

 

展望下半年，需求端的复苏将随着收入及财富双效应而提升，

而生产端的复苏有可能受部分地区的洪灾影响而短暂放慢，不

过因为需求端的同步复苏能拉高整体 GDP 增长。4Q GDP 很大

机会回到 6%的水平，而 2021 年上半年更加会超越 6%。 

 

 

 

工业生产的快速恢复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的拉动作

用。6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与预期持平，较

5 月份增加 0.4 个百分点。分三大门类看，6 月份采矿业增加值

增长 1.7%，制造业增长 5.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增长 5.5%。主要行业中，汽车制造业维持稳定增长，6 月

份同比增长 13.4%，较 1-5 月份有显著恢复。 

 

  

图表 1：实际 GDP 同比涨跌幅  图表 2：GDP 分产业同比涨跌幅 

 

 

 

 
资料来源：CEIC，浦银国际  资料来源：CEIC，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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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固定资产投资（非农户）继续得到改善。1-6 月份全国固

定资产投资（非农户）同比下降 3.1%，好于预期，降幅比 1-5 月

份收窄 3.2 个百分点。房地产市场在 6 月也迎来复苏。1-6 月份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上升 1.9%，好于预期的同时由负转正，较

5 月份增加 2.2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的滞后效

应将持续推动第二产业的复苏。不过，在长江流域洪水的影响

下，受灾地区的制造业和固定资产投资在三季度将面临增速放

缓。 

 

 

 

第三产业恢复较慢受累于消费的疲软，尤其是疫情影响还未结

束，餐饮消费的复苏较慢。6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8%，较 5 月份回升 1 个百分点，但仍低于 0.5%的预期。按消

费类型分，餐饮同比下降 15.2%，降幅较 5 月份收窄 3.7 个百分

点；商品零售同比下降 0.2%，降幅较 5 月份收窄 0.6 个百分点。

商品零售中，多个类别的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较 1-5 月有明显改

善。零售总额的增长也体现出一定的行业分化：因疫情导致外

出减少，家用电器的消费明显增加；因封锁隔离导致囤积食物

的行为也抑制了 6 月粮油食品类的消费。随着疫情影响的消散，

消费信心会逐渐回升，餐饮业的季节性需求上涨也会帮助社会

消费品零售出现明显增长。 

  

图表 3：6 月各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相比 1-5 月数据恢复百分点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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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保就业”的政策指导下，失业率稳步下降，对提振

消费有积极作用。6 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7%，比 5 月份

下降 0.2 个百分点。1-6 月份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下降 1.3%，人

均消费支出下降尤为明显（-9.3%），支出的下降高于收入，侧面

印证了疫情过后储蓄率的提升。不过，消费信心恢复后，充足

的居民存款会拉动消费需求上涨，进一步推动下半年的复苏。

6 月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58%，环比增

长 0.9 个百分点。房价上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将促进消费需求

的恢复。 

 

 

  

图表 4：6 月各行业消费品零售总额（除餐饮）同比增速相比 1-5 月数据恢复

百分点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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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进口远超预期证明制造及内需都
加快复苏 

进出口数据止跌回升，贸易差额小幅回落。6 月份出口（美元口

径）同比上涨 0.5%，显著好于预期（-2.0%），涨幅扩大 3.8 个百

分点。出口止跌回升的原因在于，作为少数几个有效控制新冠

疫情的国家，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替代作用越发明显。疫情导

致全球多个国家采取封锁隔离的措施，与中国国内的情况类似，

家用电器类的需求激增，以满足居家办公的需要。6 月，包含电

脑在内的自动数据处理器出口额达到 114.6 亿美元，环比增加

13.5 亿美元。 

 

 

 

  

图表 5：进出口与贸易差额（亿美元）  图表 6：医疗物资和电子设备出口增加（亿美元）

（3 个月移动平均）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资料来源：CEIC，浦银国际 

图表 7：出口至主要目的地同比（3 个月移动平

均） 

 图表 8：美国 PMI 与中国出口同比 

 

 

 

资料来源：CEIC，浦银国际  资料来源：CEIC，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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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疫情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蔓延也导致中国防疫物品的外

需增加：医疗器械同比增加 69.4%，用于制造口罩的纺织制品同

比增加 67%。防疫物资出口、全球经济重启、以及中国在全球

贸易的替代作用会继续提振出口贸易。但我们认为下半年防疫

物资出口的增长会开始减慢，取而代之将是发达国家对消费品

的需求。 

 

此外，中国的出口贸易受全球疫情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对主要

目的地（美国、日本、韩国、欧盟、东盟）的出口贸易同比增速

在 6 月实现由负转正，尤其是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反弹明显。 

 

6 月份进口（美元口径）由负转正，同比上涨 2.7%，同样显著

好于预期（-9.0%），涨幅扩大 19.4 个百分点。国内需求的复苏

以及出口相关制造业需求的回升带动进口增幅由负转正。其中，

能源和工业设备进口量同比增加较明显。6 月，石油进口量同

比增加 34.4%，钢材和机床设备同比增加 98.7%和 76.2%，机械

电子集成电路同比增加 20.5%。能源和工业设备为代表的原材

料进口激增表明，生产端的经济复苏不会有太大波动。 

 
图表 9：能源和工业设备进口量同比增加（%） 

 

 6 月 5 月 4 月 3 月 

石油 
34.4 19.2 -7.5 4.5 

钢材 
98.7 30.4 0.6 26.5 

机床 
76.2 6.4 51.4 21.6 

机械电子集成电路 
20.5 14.3 27.4 43.7 

 
 
资料来源：CEIC，浦银国际 

 

进口的增加导致贸易顺差小幅回落至 464.2 亿美元，比 5 月份

的历史最高值低了 165.1 亿美元，但依然远高于 2019 年平均月

度的 358 亿美元。如果今年没有疫情影响，我们预期中国的经

常帐有机会转为赤字，但由于中国出口在疫情中更加突出竞争

力，今年的贸易顺差将维持在高过过去两年的水平，短期内对

人民币会有支持，直到今年末内需增长拉低贸易顺差及美国大

选导致有可能的中美关系不确定人民币才会边际走弱（详情请

见我们的宏观报告《2H20 宏观经济展望：后疫情时代的问与

思》）。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eec85b06d67b.pdf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5eec85b06d67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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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 与 PPI 分化转向收敛 

6 月食品价格上升带动 CPI 小幅上升，PPI 下降幅度收窄。6 月

CPI 同比上涨 2.5%，符合预期，涨幅扩大 0.1 个百分点。CPI 环

比增速从 5 月的-0.8%回升至-0.1%。CPI 同比涨幅扩大，环比下

降幅度收窄。按照项目划分，食品价格涨幅明显，同比上涨 11.1%，

涨幅扩大 0.5 个百分点；环比增速从 5 月的-3.5%回升至 0.2%。

食品通胀的上升主要受猪肉和鲜菜的影响。受生猪出栏减缓和

进口量减少的因素，猪肉价格环比上涨 3.6%。因南方暴雨和北

京新发地市场爆发新冠疫情的影响，新鲜蔬菜的短期供应紧张，

鲜菜环比上涨 2.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同比上

涨 0.9%，涨幅回落 0.2 个百分点；环比增速从 5 月的 0%下降至

-0.1%。核心 CPI 增速放缓，非食品的通胀仍面临下行压力。 

 

展望未来，在南方暴雨和洪灾的双重影响下，农产品的生产运

输在 7 月还将面临较大影响，新鲜蔬菜等食品供应在一定范围

内会出现紧张，食品价格会有推高通胀的可能。但考虑到 CPI 在

2019 年下半年有较大幅度上涨，由此带来的翘尾因素会导致 CPI

同比增速收窄，CPI 增长在下半年会在 1-2%范围。 

 

 

  

图表 10：最新 CPI 数据一览  图表 11：CPI 同比涨跌幅 

 

 同比（%） 环比（%） 

 5 月份 6 月份 5 月份 6 月份 

核心 CPI 1.1 0.9 0.0 -0.1 

整体 CPI 2.4 2.5 -0.8 -0.1 

其中：食品 10.6 11.1 -3.5 0.2 

非食品 0.4 0.3 0.0 -0.1 

其中：消费品 3.3 3.5 -1.2 0.0 

服务 1.0 0.7 0.0 -0.1 

其中：城市 2.3 2.2 -0.7 -0.1 

农村 3.0 3.2 -0.9 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浦银国际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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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PPI 同比下跌 3.0%，略高于预期（-3.2%），下降幅度收缩 0.7

个百分点。PPI 环比增速从 5 月的-0.4%回升至 0.4%。PPI 同比下

降幅度收窄，环比增速由负转正。按照项目划分，生产资料价

格出现明显回升，同比下跌 4.2%，下降幅度收缩 0.9 个百分点；

环比增速从 5 月的-0.5%回升至 0.5%。生产资料价格回升主要受

采掘工业价格的影响，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行业价格回升。

生活资料价格小幅上涨，同比上涨 0.6%，涨幅上升 0.1 个百分

点；环比增速从 5 月的-0.3%回升至 0.1%。生活资料价格小幅上

涨主要受食品价格影响，尤其是农副食品加工业价格回升。 

 

展望未来，考虑到复工复产和需求回升仍较缓慢，全球油价波

动较大，PPI 会继续稳步回升。人民银行的政策动向将维持中性

偏宽的态势，不会给 PPI 带来太大的上行压力。 

 

  

图表 12：6 月份 CPI 分类别涨跌幅（同比）  图表 13：6 月份 CPI 分类别涨跌幅（环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浦银国际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浦银国际 

图表 14：最新 PPI 数据一览  图表 15：PPI 同比涨跌幅 

 
 同比（%） 环比（%） 

 5 月份 6 月份 5 月份 6 月份 

整体 PPI -3.7 -3.0 -0.4 0.4 

其中：生产资料 -5.1 -4.2 -0.5 0.5 

采掘 -14.8 -10.5 -1.7 4.9 

原材料 -9.9 -8.5 -1.1 0.7 

加工 -2.4 -2.0 -0.2 0.2 

其中：生活资料 0.5 0.6 -0.3 0.1 

食品 2.9 3.2 -0.5 0.3 

衣着 -0.6 -0.8 -0.1 -0.1 

一般日用品 -0.2 -0.3 -0.1 0.0 

耐用消费品 -1.7 -1.8 -0.2 -0.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浦银国际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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