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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建或将成为重要支撑项 

（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涨幅略有收窄。7 月由于部分地区受疫情扰动、

房地产问题导致下游需求低迷，叠加多地高温暴雨天气，开工意愿低，同比涨幅

有所收窄。（2）房地产开发端资金端当月同比全线下跌，说明居民对房地产的热

度持续下降，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不足。环比边际转负，证明在疫情之后，“断供”

对房地产信心形成进一步冲击。（3）制造业投资涨幅收窄。原材料加工行业增速

出现分化，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同比转负，或与地产低迷，钢铁需

求量不足有关。中游设备制造业仍然保持高增速，如专用设备和电器器械与器材。

与消费品相关的食品制造业同比涨幅扩大，或与疫情后开放堂食有关。（4）基建

仍处较高增速，成为主要拉动项。政策发力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调增政策性银行

8000 亿元信贷额度；政策性、开发性银行和商业银行推进审批绿色通道、创新

和拓宽融资支持基建。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

资的意见》。多项政策的落实对基建投资有显著的加强作用。（5）社零涨幅均有

所收窄。其中，餐饮收入降幅在进一步收窄，证明随着疫情好转，线下消费在逐

渐恢复。分品类来看，地产后周期类的建筑及装潢材料、家具类同比继续下降，

且降幅扩大，与地产市场低迷和房地产投资竣工面积处于低位相符。汽车消费同

比+9.7%，前值+13.9%，增速回落，但仍处高位。中汽协公布数据显示，7 月新

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61.7 万辆和 59.3万辆，同比均增长 1.2倍。（6）7月经济

数据有所波动的主要原因是地产影响。在之前由于疫情导致的地产偏弱，叠加 7

月的“断供”影响，居民对于地产市场的信心较为低迷，多数处于观望状态。这

就导致地产相关的产业链，如房地产开发投资、地产后周期消费品、黑色系产业

链增加值和投资都受到影响。（7）对于下半年经济增速，政治局会议提出“力争

实现最好结果”，最好结果反映了仍然要争取尽量高的下半年经济增速。随着复

产复工的推进，经济数据从 4月的低位开始逐渐恢复，投资端可能会成为经济的

主要拉动项。另外，我们预计拉动内需或也将成为接下来的方向，使其从低位逐

渐恢复。2021年下半年基数较低，预计对 2022年下半年起到支撑作用。（8）从

基本面向上和市场情绪博弈出发，警惕债市在一致预期下的调整风险。 

 7月经济数据出现波动 

7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3.8%，前值+3.9%，同比涨幅略有收窄。经我们测算，

7 月固投同比+3.8%，前值+5.6%。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12.3%，前值-9.4%，已

经连续五个月保持负增长。制造业投资当月同比+7.5%，前值+9.9%，与 7 月制

造业 PMI回落相符。全口径基建投资 7月同比为+11.5%，前值+12%。不含电力

基建投资同比+9.1%，前值+8.2%。基建仍处较高增速，成为主要拉动项。社零

同比+2.7%，前值+3.1%，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同比+0.27%，前值

+0.75%，涨幅均有所收窄。但随着堂食开放，餐饮业降幅开始收窄。 

 风险提示：疫情变化超预期；价格变化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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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建或将成为重要支撑项 

（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涨幅略有收窄。7月由于部分地区受疫情扰动、房地

产问题导致下游需求低迷，叠加多地高温暴雨天气，开工意愿低，同比涨幅有所收

窄。其中，发电量同比涨幅收窄或证明下游开工仍低迷。 

（2）房地产开发端资金端当月同比全线下跌，说明居民对房地产的热度持续下降，

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不足。环比边际转负，证明在疫情之后，“断供”对房地产信心形

成进一步冲击。 

（3）制造业投资涨幅收窄。原材料加工行业增速出现分化，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同比转负，或与地产低迷，钢铁需求量不足有关。中游设备制造业仍然

保持高增速，如专用设备和电器器械与器材。与消费品相关的食品制造业同比涨幅

扩大，或与疫情后开放堂食有关。 

（4）基建仍处较高增速，成为主要拉动项。政策发力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调增政策

性银行 8000亿元信贷额度；政策性、开发性银行和商业银行推进审批绿色通道、延

长贷款期限等系列优惠政策，并创新和拓宽融资支持基建。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

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相较于消费和出口，基建投资对稳增

长支撑作用逐渐明显。多项政策的落实对基建投资有显著的加强作用。 

（5）社零涨幅均有所收窄。其中，餐饮收入降幅在进一步收窄，证明随着疫情好转，

线下消费在逐渐恢复。分品类来看，地产后周期类的建筑及装潢材料、家具类同比

继续下降，且降幅扩大，与地产市场低迷和房地产投资竣工面积处于低位相符。汽

车消费加速回暖。乘联会上调全年新能源乘用车销售预期 50万辆至 600万辆。中汽

协公布数据显示，7月汽车产销为历年同期最高。7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61.7

万辆和 59.3万辆，同比均增长 1.2倍。 

（6）7月经济数据有所波动的主要原因是地产影响。在之前由于疫情导致的地产偏

弱，叠加 7 月的“断供”影响，居民对于地产市场的信心较为低迷，多数处于观望

状态。这就导致地产相关的产业链，如房地产开发投资、地产后周期消费品、黑色

系产业链增加值和投资都受到影响。 

（7）对于未来的基本面，政治局会议的表态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力争实

现最好结果”，最好结果反映了仍然要争取尽量高的下半年经济增速。随着复产复工

的推进，经济数据从 4 月的低位开始逐渐恢复，生产端和需求端随着疫情好转和物

流的畅通或将出现明显上行，而投资端可能会成为经济的主要拉动项，如基建投资

和制造业投资。另外，我们预计拉动内需或也将成为接下来的方向，使其从低位逐

渐恢复。2021年下半年基数较低，预计对 2022年下半年起到支撑作用。 

（8）从基本面向上和市场情绪博弈出发，警惕债市在一致预期下的调整风险。 

2、 工增同比涨幅收窄 

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3.8%，前值+3.9%，同比涨幅略有收窄。7

月由于部分地区受疫情扰动、房地产问题导致下游需求低迷，开工意愿低，叠加连

日来高温天气，同比涨幅有所收窄。工业增加值环比+0.38%，前值+0.84%。分三大

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8.1%，前值+8.7%；制造业同比+2.7%，前值+3.4%；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9.5%，前值+3.3%，涨幅大幅扩大。从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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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钢材开工率、焦化企业开工率、汽车轮胎开工率、化工开工率较 6 月均有所

减弱，多数处于近五年最低位或次低位。 

图1：2022年 7月工业增加值同比涨幅收窄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分行业来看：上游采矿业增长分化收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同比+11.0%，前值

+11.2%，持续高位运行。步入夏季之后，多地高温天气频发，气象局同时发布高温

预警，用电需求高增，导致煤炭需求上升。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同比+4.5%，前值+3.6%，

涨幅扩大。疫情好转，线下出行恢复，对石油价格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装备制造业增速大多处于较高增速，增速较高的行业还有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同比分别为+7.3%、+12.5%，前值+11%、

+12.9%，涨幅收窄。这两项与下游消费品相关性较大，与社零涨幅收窄趋势较符。

此外，这两行业对于出口依赖性较高，也印证了 6 月出口上升的趋势。通用设备制

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同比分别为-0.4%、+4%，前值+1.1%、+6%，同比分别由正

转负和涨幅收窄。证明下游开工生产受阻，对设备需求下降，与制造业投资同比涨

幅收窄相符。汽车制造业同比+22.5%，前值+16.2%，同比涨幅继续大幅扩大，汽车

产业恢复较好，也与 7月汽车出货量上涨相符。 

图2：2022年 7月采矿业分化收窄  图3：2022年 7月汽车制造业涨幅较高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分产品来看：原煤、天然气等能源类产品产量出现上涨，涨幅分别为+16.1%、

+8.2%，前值为+15.3%、+0.4%，或与能源类商品价格高企和需求恢复促进生产有关。

与地产、基建相关的多数主要产品产量下降。水泥、玻璃、粗钢、钢材产量同比分

别为-7%、-0.9%、-6.4%、-5.2%，前值-12.9%、-0.1%、-3.3%、-2.3%，除水泥外，

降幅均收窄且都仍处下降区间。这几项与地产行业相关性较高，证明地产行业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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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谷，居民对地产信心不足，地产投资开工受影响较大。另外，汽车产量出现较大

回升。汽车产量同比+31.5%，前值+26.8%。其中，新能源车同比+112.7%，前值+120.8%，

处较高位置。多省发布落实一系列稳经济政策中大多提到了促进汽车消费或给予购

车补贴，汽车消费加速回暖。乘联会上调全年新能源乘用车销售预期 50 万辆至 600

万辆。中汽协公布数据显示，7月汽车产销为历年同期最高。7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 61.7万辆和 59.3万辆，同比均增长 1.2倍。 

图4：2022年 7月能源类产量上升  图5：2022年 7月地产类产量下降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发电量同比+4.5%，前值+1.5%，占比最大的火电发电量同比+5.3%，前值-6%，

同比转正。发电量同比涨幅收窄或证明下游开工仍低迷。多地高温和降雨导致开工

受影响，房地产低迷导致开工意愿不高。产品销售率为 97.2%，同比下降 0.5个百分

点，证明需求仍然偏弱。出口交货值同比+9.8%，前值+15.1%。  

3、 基建投资成主要拉动项，房地产投资仍处低位 

1-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19812亿元，同比+5.7%。经我们测

算，7月固投同比+3.8%，前值+5.6%。从环比看，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26.1%，前值

+24.9%。 

图6：2022年 7月固投同比增速放缓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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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点评 

请务必参阅正文后面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6 / 11 

3.1、 供需两弱导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仍处低位 

经我们测算，7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12.3%，前值-9.4%，已经连续五个

月保持负增长。从高频来看，7 月 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处近五年来最低。与

房地产开发相关的水泥库存处于较高位置也印证了需求端较弱。 

图7：2022年 7月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同比-12.3%  图8：2022年 7月商品房成交面积处于近五年最低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开发端：经我们测算，7月房地产开发端当月同比全线下跌。从销售来看，我们

测算 7月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同比分别为-28.2%和-28.9%，前值-20.8%和-18.3%。

7 月降幅进一步扩大，且处于大幅下降的阶段，说明居民对房地产的热度持续下降，

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不足。环比来看，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分别为-45.4%和-49.1%，

边际转负，证明“断供”对房地产信心形成进一步冲击。 

从开工来看，房屋新开工面积，施工面积和竣工面积同比分别为-45.4%、-44.3%、

-36.0%，前值为-45.1%、-48.1%、-40.7%。新开工面积降幅扩大，施工面积和竣工面

积降幅有所收窄。开工端各分项环比同样由正转负，各项大幅下跌。印证了房地产

市场的需求不足，传导到开发端，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意愿下降。 

图9：2022年 7月商品房销售额环比大幅下降  图10：2022年 7月房屋开工端环比大幅下降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资金端：经我们测算，7月资金端各资金来源同比多数大幅下跌。房地产开发资

金来源同比-25.8%，前值-23.6%。房地产开发资金自 2021年 7月开始就一直保持同

比下跌的态势，其各分项同比均降幅扩大。居民信心不足是主要原因，疫情扰动对

房地产市场造成影响，叠加房地产“断供潮”的影响，导致多数居民较为谨慎，处

于观望态势。因此，房地产投资的资金来源逐渐放缓主要原因来自供需两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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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022年 7月房地产投资资金端全部下降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3.2、 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放缓 

2022 年 1-7 月制造业投资同比+9.9%，前值+10.4%，上涨幅度放缓，但依然保

持了较高的增速。经我们测算，7 月制造业投资当月同比+7.5%，前值+9.9%，与 7

月制造业 PMI回落相符。 

分行业来看，原材料加工行业增速出现分化，石油、煤炭加工业同比-11.8%，

前值-25.8%；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同比+13.5%，前值+3.1%；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同比-12.6%，前值+5.8%，同比转负，或与地产低迷，钢铁需求量不足有

关。中游设备制造业仍然保持高增速，如专用设备同比+15.9%，前值+11.2%；电器

器械与器材同比+39.5%，前值+36.4%。与消费品相关的食品制造业同比涨幅扩大，

同比+13.8%，前值+9.4%，或与疫情后开放堂食有关；汽车同比+15.5%，前值+3.3%，

与汽车产销量高企一致。 

 

图12：2022年 7月制造业投资同比涨幅收窄  图13：2022年 7月中游设备类保持较高增速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3.3、 基建投资增速高企 

基础建设投资（全口径）1-7 月累计同比+9.58%，前值+9.25%。其中，水利管

理业投资增长 14.5%，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 11.7%，道路运输业投资下降 0.2%，

铁路运输业投资下降 5.0%。经我们测算，全口径基建投资 7月同比为+11.5%，前值

+12%。不含电力基建投资同比+9.1%，前值+8.2%。基建仍处较高增速，成为主要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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