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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该股与沪深 300 走势比较 [Table_Summary] 
报告摘要 

疫情对经济冲击加重，产需双弱。中国 4 月制造业 PMI 指数 47.4%，

预期 47.3%，前值 49.5%。4 月制造业 PMI 指数下降至 2020 年 2 月之

外的最低值，反映出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在 4 月份明显加重，二季度经

济增长可能较一季度更弱。4 月制造业 PMI 指数反映出以下特征：第

一，供需两端均受到冲击，与去年疫情的特征有所不同。2020 年第一

波疫情消退之后，中国经济的格局一直是“生产强、需求弱”，在 PMI

指数上的表现为生产指数持续高于新订单指数。但是本轮疫情对生产

的冲击也很大，这与去年疫情的反弹明显不同，与 2020 年第一波疫情

更为相似。第二，供应链问题凸显。4 月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大幅下滑。

中国 PMI 指数中“供应商配送时间”这一指标衡量的是供应商供货的

速度，其在 4 月份的大幅下滑很明显是因为很多工厂停产或是物流不

畅导致供应链断裂，其下滑幅度之大直追 2020 年 2 月，可见本次疫情

对于供应链影响很大。而且另一方面来看，“供应商配送时间”是逆指

数，即其值越低，对加总的 PMI 指数正向贡献越大。这是因为正常的

经济环境下，供应商供货速度变慢往往是由于需求旺盛、供应商“忙不

过来”导致的，对应的是经济强劲。而本月该指数的大幅下降并非由于

需求旺盛导致，而是供应链受阻的结果，这意味着 4 月制造业 PMI

“47.4”的数值其实也是虚高的。第三，价格指数边际回落。PMI 出厂

价格指数和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均小幅下降，这是去年 12 月以来

两个指数首次下降。今年商品价格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未来仍可能

波动较大，但我们倾向于认为价格趋势上是下降的，中国 PPI 也将保

持下降的趋势。第四，短期内出口面临一定压力。4 月新出口订单指数

下降至 41.6%，为 2020 年 5 月以来的最低值。这背后是中国供应链受

到的冲击延伸到了出口领域，短期内外贸订单可能会向其它国家转移，

给中国出口造成一定压力。但是全年来看我们对出口不悲观，中国供

应链的相对优势仍然存在，出口预计不会出现断崖式下滑。 

建筑业景气度高位回落，服务业继续下行。4 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为 41.9%，较上个月的 48.4%大幅回落，反映出 4 月已经对建筑业及服

务业的冲击较 3 月明显加大。非制造业 PMI 没有加权综合指数，不会

像制造业 PMI 一样受“供应商配送时间”一项的影响而虚高，加之疫

情本就对服务业冲击更大，所以非制造业 PMI 下行幅度较制造业 PMI

更大。4 月非制造业 PMI 指数结构中反映出以下现象：第一，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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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面临不小的压力。建筑业就业指数滑落至 43.1%，这一数据在历史

上很少下降至荣枯线以下，如今大幅下降反映出建筑业用工需求大幅

减少，对应着农民工群体面临的就业压力加大。第二，国内通胀没有向

非制造业扩散。非制造业销售价格指数降至 48.9%，在内需疲软的背景

下非制造业尤其是服务业的价格很难上涨。通胀是否向服务业扩散是

评估全面通胀压力的重要观察点。与美国非制造业 PMI 价格指数的飙

升相比，中国非制造业 PMI 价格指数相当低，暂时不存在通胀扩散的

压力。 

风险提示：疫情超预期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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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 

中国 4 月制造业 PMI 指数 47.4%，预期 47.3%，前值 49.5%。 

中国 4 月非制造业 PMI 指数 41.9%，预期 46%，前值 48.4%。 

中国 4 月综合 PMI 指数 42.7%，前值 48.8%。 

2. 疫情对经济冲击加重，产需双弱 

4 月制造业 PMI 指数下降至 2020 年 2 月之外的最低值，反映出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在 4 月份

明显加重，二季度经济增长可能较一季度更弱。 

图表 1：制造业景气度降至 2020 年 2 月后的最低点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4 月制造业 PMI 指数反映出以下特征： 

第一，供需两端均受到冲击，与去年疫情的特征有所不同。2020 年第一波疫情消退之后，中

国经济的格局一直是“生产强、需求弱”，在 PMI 指数上的表现为生产指数持续高于新订单指

数，除了去年三季度末“能耗双控”导致生产短暂下降以外，工业生产均保持较好的态势。

此前疫情的反弹也是对需求端影响较大，而对生产端几乎没有影响。比如去年下半年局部地

区疫情多次反弹都呈现这一特征。但是本轮疫情对生产的冲击也很大，这与去年疫情的反弹

明显不同，与 2020 年第一波疫情更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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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疫情冲击之下供需双弱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第二，供应链问题凸显。4 月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大幅下滑。中国 PMI 指数中“供应商配送

时间”这一指标衡量的是供应商供货的速度，其在 4 月份的大幅下滑很明显是因为很多工厂

停产或是物流不畅导致供应链断裂，其下滑幅度之大直追 2020 年 2 月，可见本次疫情对于供

应链影响很大。而且另一方面来看，“供应商配送时间”是逆指数，即其值越低，对加总的 PMI

指数正向贡献越大。这是因为正常的经济环境下，供应商供货速度变慢往往是由于需求旺盛、

供应商“忙不过来”导致的，对应的是经济强劲。而本月该指数的大幅下降并非由于需求旺

盛导致，而是供应链受阻的结果，这意味着 4 月制造业 PMI“47.4”的数值其实也是虚高的。 

图表 3：供应链问题凸显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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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价格指数边际回落。PMI 出厂价格指数和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均小幅下降，这是

去年 12 月以来两个指数首次下降。其对应的是俄乌冲突给商品市场带来的恐慌性情绪有所缓

解，4 月份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今年商品价格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未来仍可能波动较大，但

我们倾向于认为价格趋势上是下降的，中国 PPI 也将保持下降的趋势。 

图表 4：价格指数 4 个月来首次下降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第四，短期内出口面临一定压力。4 月新出口订单指数下降至 41.6%，为 2020 年 5 月以来的

最低值。这背后是中国供应链受到的冲击延伸到了出口领域，短期内外贸订单可能会向其它

国家转移，给中国出口造成一定压力。但是全年来看我们对出口不悲观，中国供应链的相对

优势仍然存在，出口预计不会出现断崖式下滑。 

3. 建筑业景气度高位回落，服务业继续下行 

4 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1.9%，较上个月的 48.4%大幅回落，反映出 4 月已经对建筑业

及服务业的冲击较 3 月明显加大。非制造业 PMI 没有加权综合指数，不会像制造业 PMI 一样

受“供应商配送时间”一项的影响而虚高，加之疫情本就对服务业冲击更大，所以非制造业

PMI 下行幅度较制造业 PMI 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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