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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少见的主动降库存 

 
 
[Table_Summary]   

 今年 8 月的 PMI 数据显示，我国经济景气仍处在收缩区间（景气度环

比收缩）。在 PMI 各分项指标中，“产成品库存”指标的明显回落值

得关注。 

 通常情况下，“产成品库存”下降反映了市场需求改善，是个好事。但

当前 PMI“新订单”和“产成品库存”双双偏低，很难用需求改善来解

释产成品库存的下降。更合理的解释是，当前制造业企业主动降低了产

成品库存。在这种少见现象的背后，是制造业企业弱得反常的预期。 

 随着制造业企业主动压降产成品库存，需求收缩有向预期转弱进一步传

导的倾向，二者之间相互加强的恶性循环似乎正在冒头。解铃还须系铃

人，化解经济风险要找主要矛盾。只有修好了地产这个增长引擎，我国

才有可能化解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两方面的压力，从而更好应对美国货

币政策紧缩、全球经济步入衰退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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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简称 PMI）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由汇总制造业采购经理们

的调查问卷反馈结果而得，反映了这些经理人感受到的经济几个主要方面的冷热情况。由于它很好

地体现了制造业企业经营者的主观感知，因而能灵敏反映经济状况的变化。 

此外，制造业 PMI还发布得比其他月度经济数据更早。我国大部分经济指标都在每月的中旬发

布上月之数据——比如，2022年 8月的工业增加值、投资等数据要等到 9月中旬才会发布。但是，

当月的制造业 PMI数据总是在当月最后一天发布，比其他指标的发布要早半个月。由于 PMI 灵敏准

确，且发布得比较早，所以成为宏观分析者高度关注的一个经济领先指标。 

8月 31日上午，中国物流与采掘业协会发布了我国 8月制造业PMI数据（也可将其称为中采PMI）。

这一数据显示，我国经济景气仍处在收缩区间（景气度环比收缩）。这已是季节调整之后的中采 PMI

连续第 6 个月处在收缩区间了。之前，曾有不少人期待我国经济能在 2 季度疫情冲击过去之后强劲

复苏。从近期 PMI的走势来看，这种期待已然落空。（图表 1） 

 

图表 1.   2022年 8月，我国制造业 PMI继续处在收缩

区间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PMI 不仅仅只有总指数一个指标，还包括了好几个反映经济不同侧面的分项指数，并涵盖了十

多个制造业的子行业。2022年 8月，我国季节调整后的各个 PMI分项指数都低于 50这个扩张收缩临

界点，反映了经济的全面弱势。8月各分项指标中， “购进价格”和“产成品库存”两个指标相比 7

月读数有较明显变化。其中，“购进价格”指标虽从 7月低位回升，但仍然明显低于 50，表明生产

端通缩压力严重，经济需求疲弱。相比而言，“产成品库存”指标的明显回落更值得关注。（图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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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PMI各分项指标中，“产成品库存”指标的回

落值得关注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先来解释一下“产成品库存”这个指标。库存是企业经营的正常现象。在生产之前，企业要采

购并囤积原材料，从而形成了原材料库存。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未必能马上卖掉，而需要存放一

段时间，这便形成了产成品库存。在制造业 PMI 中，有“原材料库存”和“产成品库存”两个分项

指标分别反映这两方面的情况。 

通常情况下，PMI 中“产成品库存”下降反映了市场需求的改善，因而是个好事。观察 PMI总

指数与 PMI 产成品库存指数的历史走势，可以发现后者对前者有一定领先性，产成品库存下降往往

伴随着，甚至有时预示着 PMI的走高。（图表 3） 

 

图表 3.   通常情况下，“产成品库存”指数下降是个

好事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但先别着急对当下的产成品库存指标下这种乐观的结论。如果“产成品库存”下降是销售改善、

市场需求扩张所导致，理应看到 PMI中反映市场需求的“新订单”指数同步走高。但今年 8 月的情

况并不是这样——目前，“新订单”指标继续处在较低水平，没有明显上升。面对当前这种 “新订

单”和“产成品库存”双低之情况，很难用需求改善来解释产成品库存的下降。（图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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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2022年 8月，“新订单”低迷背景下“产成

品库存”的下降不是好兆头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需求面解释不了，就只能从供给面，从制造业企业本身来找原因。一个更加可能的解释是，当

前产成品库存的下降是制造业企业预期转弱后的主动行为。这可以从分行业 PMI 指标中找到证据。

今年 8 月，各行业“产成品库存指数”与行业“新订单”指数明显正相关——需求越好的行业产成

品库存越高，需求越差的行业产成品库存越低。这说明产成品库存下降并非来自需求改善。5年前的

2017 年 8 月，是上一轮产成品库存的周期低点。在那时，行业产成品库存与新订单之间有明显负相

关关系——这才是需求改善带动产成品库存走低应该有的样子。（图表 5） 

 

图表 5.   当前，需求越低迷的行业，产成品库存越低

——这与 2017年 8月形成了 反差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行业产成品库存与新订单之所以正相关，是因为企业预期弱化。产品销路越差的企业，越没有

信心，越是要减少生产。于是，销路不好的企业反而有更低的产成品库存。在过去十几年里，制造

业企业虽然时常会主动增加或降低其原材料库存，但像当前这样主动降低产成品库存的情况却非常

少有。在这种少见的主动压降产成品库存的行为背后，是制造业企业弱得反常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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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当前制造业衰弱的预期应该主要来自地产行业的弱势。在 2022年 7月 19日发表的

《中国经济内需收缩问题待解》一文中，笔者曾说：“地产行业融资处在极其不正常的状态……已陷

入恶性循环” 【1】。在那篇文章结尾处笔者还说：“尽管疫情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在减弱，短期

增速在回升，却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经济将恢复正常。需要看到，我国内需走弱的问题并未缓解，

地产行业的恶性循环有加剧的倾向。如果不能放松地产行业融资政策，不能有效化解地产行业融资

难问题，不能实质性降低地产开发商的信用风险，今年下半年单季 GDP增速要回升到 5.5%都有不小

难度。”地产可以说是我国经济最重要的内需引擎。地产这个引擎尚未恢复正常，风险还在暴露，

经济当然难以好转，预期自然会继续走弱。今天发布的 PMI 数据不过是为这个判断再加了一个注脚

而已。 

2021 年 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高层领导曾指出，我国经济面临着供给冲击、需求收缩

和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目前，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压力并未缓解，反而有加重之势。而随着制

造业企业进入少见的主动压降产成品库存的状态，需求收缩有向预期转弱进一步传导的倾向，二者

之间相互加强的恶性循环似乎正在冒头。这一恶性循环一旦形成，很可能会让我国经济步上已陷入

恶性循环的地产行业之后尘，经济增速将很难保持在合理区间。 

解铃还须系铃人，化解经济风险要找主要矛盾。如果不能通过认识纠偏、政策纠偏来打破地产

行业的恶性循环，其他稳增长政策很难有明显收效。当前应该像笔者在 2022年 7月 26日《中国房地

产业的困境和对策》一文中所呼吁的那样，放松地产行业的融资，并成立地产行业纾困基金来打破

行业的恶性循环【2】。纾困基金应该以地产开发商为主要纾困目标。如果开发商稳不住，困难楼盘项

目会源源不断产生——只有保住开发商，才能真正“保交楼”。修好了地产这个增长引擎，我国才

有可能化解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两方面的压力，从而更好应对美国货币政策紧缩、全球经济步入衰

退带来的冲击。（完） 

 

———————————————————————————————— 

【1】徐高，2022年 7月 19日，《中国经济内需收缩问题待解》，

http://www.chinacef.cn/index.php/index/article/article_id/9279。 

【2】徐高，2022年 7月 26日，《中国房地产业的困境和对策》，

http://www.chinacef.cn/index.php/index/article/article_id/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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