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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2022 年 4月中国统计局制造业 PMI下降 2.1 至 47.4，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下降 6.5至 41.9，综合 PMI产出指数下降 6.1至 42.7，三大指数均降至疫情爆

发以来最低点。 

 

平安观点： 
 第一，疫情冲击下，制造业供需两弱状况加剧。4 月制造业 PMI生产、新

订单分项指数环比降幅较 3月明显扩大，制造业供需两弱的状况明显加剧。

另外，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环比继续下降，反映出的实际上是制造业整体

供应链的紧张。若不考虑供应商配送时间对整体 PMI的正向拉动，制造业

PMI数据将更加疲弱。 

 第二，制造业内外需同步大幅走弱。除内需外，代表外需的新出口订单指

数同样大幅下降，结合近期欧美发达国家的 PMI数据，我们认为可能是本

轮疫情在沿海地区多点爆发，对外出口物流运输不畅导致。 

 第三，产成品库存、原材料库存走势分化。其中，产成品库存指数上升 1.4

至 50.3，时隔近 9 年时间再度升至荣枯线之上，反映出本轮疫情对下游需

求造成了明显冲击，而原材料库存指数降至疫情以来最低点。 

 第四，两项价格指数继续处于高位，通胀风险升级可能性进一步加强。4

月制造业 PMI出厂价格分项指数下降 2.3 至 54.4，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分

项下降 1.9 至 64.2，两项指数近三个月以来均高位运行，中下游行业成本

压力继续加大。 

 第五，大型企业生产、需求下滑更为明显。大型企业制造业 PMI疫情以来

首次跌破荣枯线，生产、新订单指数均明显下滑，可能是由于下游中小型

企业面临的需求冲击开始向上游传导所致。 

 非制造业方面，服务业、建筑业 PMI指数同步下降，且降幅均有所扩大。

其中，服务业整体受疫情影响较大，调查的 21 个行业中有 19 个位于收缩

区间，金融、邮政等行业降至收缩区间；建筑业扩张速度明显放缓，从业

人员指数、新订单指数均明显下滑。 

 从 4 月统计局 PMI 数据来看，本轮疫情爆发对经济的影响明显加重。制

造业、非制造业 PMI均降至疫情以来最低点，供应链堵塞、产成品累库、

大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恶化等现象的出现，更加凸显了整体经济的下行压

力。不过，4月 29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扎实稳住经济”被

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在基建、房地产、平台经济等多方面释放出积

极信号。往后看，随着国内疫情的继续降温，以及稳增长政策的加码，中

国经济有望逐步完成筑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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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4月中国统计局制造业 PMI 下降 2.1至 47.4，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下降 6.5 至 41.9，综合 PMI产出指数下降 6.1 至

42.7，三大指数均降至疫情爆发以来最低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放缓，景气水平继续回落。其中制造业方面，有以下几点值

得关注： 

第一，疫情冲击下，制造业供需两弱状况加剧。4月制造业 PMI环比下降 2.1，但生产、新订单分项指数环比分别下降 5.1、

6.2，降幅较 3月的 0.9、1.9 明显扩大，制造业供需两弱的状况明显加剧。按照权重计算，生产指数对制造业 PMI 的拖累

达到-1.28，新订单指数的影响更是达到-1.86，二者带动 4月制造业 PMI 下滑。另外，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环比继续下降，

对制造业 PMI带来了明显的正向拉动，4月达到 1.4，但这反映出的实际上是制造业整体供应链的紧张，而非以往下游需求

过于旺盛带来的配送时间延长。因此，若不考虑供应商配送时间对整体 PMI的正向拉动，制造业 PMI数据将更加疲弱。最

后，从业人员指数对制造业 PMI的拉动达到-0.28，创下了疫情以来的新低，稳就业压力明显上升。 

第二，制造业内外需同步大幅走弱。在代表内需的新订单指数大幅下滑的同时，代表外需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同样大降 5.6至

41.6。但我们认为，新出口订单的大幅回落并非由于海外发达经济体需求回落所致，更有可能是本轮疫情在沿海地区多点爆

发，对外出口物流运输不畅导致。从海外发达经济体需求来看，2022 年一季度欧盟、美国贸易逆差继续扩大，均未表现出

大幅下滑的迹象，且欧美制造业 PMI仍旧处于 55以上的较快扩张区间，均指向海外发达经济体需求尚存。一个可类比的时

间是 2020年 2月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彼时国内制造业生产运输已开始受到影响，但病毒尚未在海外爆发，制造业新出口订

单指数亦明显下降，而到了 2020年二季度，病毒在海外的大面积爆发对其实际需求产生明显冲击，制造业 PMI新订单指数

随之出现了二次探底的现象。 

第三，产成品库存、原材料库存走势分化。4月制造业 PMI两项库存指数走势明显分化，产成品库存指数上升 1.4至 50.3，

时隔近 9年时间再度升至荣枯线之上，反映出本轮疫情对下游需求造成了明显冲击，制造业企业库存被动积累；原材料库存

指数下降 0.8至 46.5，达到疫情以来最低点，反映出在上游原材料价格的高涨和下游需求不振的双重夹击下，制造业企业原

材料购进意愿较差。 

图表1 4月制造业内外需大幅走弱 
 
图表2 4月制造业 PMI两项库存指数走势分化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第四，两项价格指数继续处于高位，通胀风险升级可能性进一步加强。4月制造业 PMI出厂价格分项指数下降 2.3至 54.4，

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分项下降 1.9至 64.2，两项指数近三个月以来均高位运行。从行业情况看，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上游行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超过 70.0%和

60.0%，相关行业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中下游行业成本压力继续加大。根据制造业 PMI出场价格指数

和 PPI环比的相关性，可估算得 4月 PPI同比大致为 7.9%。 

第五，大型企业生产、需求下滑更为明显。4月大型企业制造业 PMI 环比下降 3.2至 48.1，不仅降幅低于中型、小型企业

的-1.0、-1.0，亦是疫情以来首次跌破荣枯线，可能反映出下游中小型企业面临的需求冲击开始向上游传导。其中，大型企

业的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分别下滑-7.5、-7.3，是本月大型企业制造业 PMI下滑的主要驱动因素。但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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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疫情导致的物流运输堵塞对下游的中小型企业影响更为明显，中、小型企业制造业 PMI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 4月分别

下降 9.5、10.3，高于大型企业的 8.8。 

图表3 4月制造业 PMI两项价格指数继续高位运行 
 
图表4 4月大型企业 PMI下滑更为严重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4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1.9，环比下降 6.5，降幅较上月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建筑业 PMI指数同步下滑。 

服务业景气水平继续下降，且降幅扩大。4月服务业 PMI商务活动指数为 40.0，较上月下降 6.5，且降幅较 3月的 3.8亦明

显扩大。从行业情况看，本轮疫情波及范围较广，多数行业均受到影响，调查的 21 个行业中有 19 个位于收缩区间，其中

航空运输、住宿、餐饮、生态保护及公共设施管理等接触性聚集性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仍处于低位收缩区间，而以往疫情爆发

时受影响较小的批发、邮政、金融等行业也降至收缩区间。分项来看，4月服务业 PMI新订单指数下降尤为明显，由 3月的

44.7降至 36.0，而 2020年 2月疫情初期，该指数仅降至 27.0。 

建筑业扩张速度明显放缓。4月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2.7，较上月下降 5.4，整体扩张速度明显放缓。分项来看，从业人

员指数、新订单指数均明显下滑，4 月分别下降 5.9、7.0 至 45.3、43.1，二者同时跌至荣枯线之下。不过，土木工程建筑

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61.0%，连续两个月位于高位景气区间，且新订单指数为 52.3%，延续扩张走势。表明基建投资稳增长诉

求提升后，部分重大基础设施已提前开工，对整体建筑业起到一定拉动作用。 

图表5 4月建筑业、服务业 PMI指数同步下滑 
 
图表6 4月建筑业新订单、从业人员指数降至 50以下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从 4月统计局 PMI数据来看，本轮疫情爆发对经济的影响明显加重，制造业、非制造业 PMI均降至疫情以来最低点，且部

分迹象的出现更加凸显了整体经济的下行压力：一是，供应链堵塞问题明显升级，4月制造业 PMI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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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接近 2020年 2月的 32.1；二是，产成品库存时隔 9年再度升至荣枯线之上，表明本轮疫情对下游需求形成了明显冲

击；三是，下游中小型企业所面临的经营压力可能开始向上游传导，4月大型企业制造业 PMI指数下滑更加严重；四是，以

往受疫情影响较小的金融、邮政等服务业 PMI 开始降至收缩区间。不过，4月 29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扎实

稳住经济”被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在基建、房地产、平台经济等多方面释放出积极信号。往后看，随着国内疫情的

继续降温，以及稳增长政策的加码，中国经济的韧性有望再度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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