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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经 装 备 制 造 业 景 气 指 数 95.6 中 经 装 备 制 造 业 预 警 指 数 70.0
2012 年三季度，中经装备制

造业①景气指数为 95.6（2003年增

长水平=100②），与二季度相比仅回
落 0.2 点，与二季度比一季度回落
0.1 点的幅度相比，基本持平。这
表明，今年以来装备制造业景气度
在基本正常的水平平稳运行。

在构成中经装备制造业景气
指数的 6 个指标（仅剔除季节因

素，保留随机因素③）中，与二季度
相比，企业销售基本平稳，利润止
跌回升，税收和投资的增速稳中略

降，出口和就业增速仍有小幅回落。
值得注意的是，在进一步剔除随机因素后,三季度中经装备制造业景气指数为94.1（见景

气走势图中的蓝色曲线）,比二季度回落 0.4 点，比未剔除随机因素的指数（红色曲线）低 1.5
点，表明相关稳增长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装备制造业景气下滑的态势。

三季度，中经装备制造业预
警指数为 70.0，比二季度回落 3.3
点，已连续三个季度在景气度偏
冷的“浅蓝灯区”运行。

装备制造业的产销、出口等
反映当前市场需求状况的指标仍
处于偏慢增长状态。

从灯号变化来看，与二季度
相比，产成品资金的预警灯号由

“绿灯”升为“黄灯”；从业人员由
“绿灯”降为“浅蓝灯”；应收账款
由“黄灯”降为“绿灯”，其余 7 个

监测指标的灯号维持不变。变化的灯号反映了装备制造业的库存增长已降至正常偏低水
平，意味着企业积极消化库存的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意味着企业生产有望逐步恢复；
而降至“浅蓝灯”的从业人员状况并不反映企业用工的低迷，实际上是连续两年用工高增长
状态下的正常回归。

专家解读

2012年三季度，中经装备制造业景气指数为95.6，

比二季度微降0.2点，继续保持年初以来相对平稳的走

势；中经装备制造业预警指数为70.0，比二季度回落

3.3点，与一季度持平，连续三个季度处于景气度偏冷

的“浅蓝灯区”。

景气分析表明，在投资需求增长持续窄幅波动的背

景下，装备制造业的产销增长基本保持平稳；随着持续

的去库存化，库存增长不断放缓，盈利状况继续好转；

企业对未来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投资增长稳中有降。

生产平稳增长

经初步季节调整，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
业生产合成指数为 109.9（去年同期=100），
比二季度略降 0.4 点，连续三个季度维持在
相对平稳的增长水平。装备制造业各子行
业生产增速基本平稳，与全部工业的平均增
速（10.0%）相比，汽车、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以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生产增速高
于该平均水平 0.3 个、1.4 个和 2.5 个百分点，
其余 4 个子行业的生产增速低于全部工业的
平均增长速度。

销售同比增长

经初步季节调整，三季度装备制造业产
品销售收入为 69410.3亿元，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二季度回落 2.2 个百分点，比一季度
高出 0.5个百分点，走势相对平稳。

产销数据分析显示出，在国内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持续窄幅波动的背景下，装备制造
业产销仍维持相对平稳的增长态势。

出口增速回落

受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我国装备
产品出口增速明显回落。经初步季节调整，
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额为 2633.3 亿
元，同比增长 4.2%，增速比二季度低 4.8 个百
分点，比一季度低 4.6个百分点。

装备制造业各子行业中，汽车制造业在出
口需求好转的带动下，产销均出现一定程度的
改善，而多数子行业的出口形势仍不乐观。

价格呈下跌趋势

今年以来，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厂价格持
续下降。三季度价格同比下降 1.5%，降幅比
二季度扩大 0.2个百分点。

装备产品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反映
出市场需求走弱的现状。由于当前市场需求
未明显回暖，装备产品价格缺乏上涨的动力。

库存增速下降

经初步季节调整，三季度末装备制造业
产成品资金占用为 9700.7 亿元，同比增长
4.9%,增速比二季度回落 5.4 个百分点。历
经四个季度的持续去库存化过程，装备制造
业库存增长已降至长期平均水平以下。

利润增幅持续上升

经初步季节调整，三季度装备制造业
实 现 利 润 总 额 为 3813.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1%，同 比 增 速 比 二 季 度 加 快 2.6 个 百 分

点，利润增幅持续上升。与全部制造业利
润 总 额 同 比 平 均 下 降 3.8% 形 成 较 大 反
差 。 三 季 度 装 备 制 造 业 利 润 占 全 部 制 造
业利润的份额为 37.6%，比二季度提高 0.8
个百分点。

三 季 度 装 备 制 造 业 的 销 售 利 润 率 为
5.5%，比二季度略低 0.1 个百分点，继续维
持在正常水平。通过产销、效益数据的相关
分析可以看出，在产销增长稳中略降、产品
出厂价格持续下行的背景下，装备制造业利
润增长持续回暖主要受益于原材料购进价
格快速回落引起的生产成本下降，也与同比
基数稍低有关。

资金周转略有放缓

经初步季节调整，截至三季度末，装备
制造业的应收账款为 39535.6 亿元，同比增
长 13.5% ，增 速 比 二 季 度 回 落 0.2 个 百 分
点，但比前三个季度的累计销售收入增速
高 4.2 个百分点，两者增速之间的差距比二
季度有所扩大。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为 50
天，比二季度延长 2 天，表明企业资金周转
速度略有放缓。

投资出现分化

经初步季节调整，三季度装备制造业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13209.8 亿元，同比增长
24.6%，比二季度回落 2.2个百分点。

相对于其他制造业来说，装备制造业的
投资意愿仍较强劲。不过，行业内部的投资
状况差异较大：与产业机构升级、消费结构
升级、智能装备制造相关的通用设备、专用
设备、汽车和仪器仪表等行业的投资增长仍
较强劲；而船舶制造以及电气、计算机制造
等行业的投资意愿仍维持低位。

注解：

①根据2012年起实施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标准，装备制造业包含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

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

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

仪表制造业这7个行业，涵盖80000多家企业。

②中经产业景气指数的基年统一为2003年。

③季节因素是指四季更迭对数据的影

响。随机因素指新政策实施、自然灾害等因素

对数据的影响。

★灯号图说明：预警灯号图是采用交通

信号灯的方式对描述行业发展状况的一些重

要指标所处的状态进行划分：红灯表示过快

（过热），黄灯表示偏快（偏热），绿灯表示正常

稳定，浅蓝灯表示偏慢（偏冷），蓝灯表示过慢

（过冷）；并对单个指标灯号赋予不同的分值，

将其汇总而成的综合预警指数也同样由 5 个

灯区显示，意义同上。

转型升级

拓展空间

在未能充分考虑政策效应的情况下，通
过模型测算的今年四季度、明年一季度装
备制造业景气指数分别为 95.6 和 95.9，预
警指数分别为 70 和 73.3，呈现出止跌趋稳、
略有回升的态势。若充分考虑“稳增长”政
策的积极效应，装备制造业回升的态势将
更加明显。

装备行业这种止跌趋稳的预期得到了企
业家的认同。根据近4000家装备制造业企业
景气调查结果显示，三季度，装备制造业企业
家对四季度企业经营状况预测的预期指数为
126.4，比对三季度企业经营状况判断的即期
指数高出2.7点。企业家这种谨慎的预期源于市
场需求的走弱，认为三季度企业订货量“增加”
及“持平”的企业占77.6%，比二季度回落2.8个
百分点；认为出口订货量“增加”及“持平”的企业
占79.5%，比二季度回落1.3个百分点。

回升预期得到认同
前瞻

产业观察

装备制造业运行平稳

在过去的3个月里，影响机械行业的主要

宏观经济指标工业增加值增速和城镇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逐渐趋稳，机械行业整体经营状

况也随之低位趋稳。

主要子行业中，对经济周期最为敏感的

工程机械 6 至 8 月的同比增速已止跌回升，出

现弱恢复；相对滞后于经济周期的机床、重矿

机械则仍呈下行趋势。受工业生产增速持续

回落的影响，电力需求不旺，发电设备、输电

设备、用电设备以及工业节能设备的经营情

况均不理想，智能电网和农网改造的深入推

动让电力自动化和配网设备仍保持较高的景

气度；铁路基建投资 8 月单月完成 393 亿元，

同比增长19%，这是自2011年5月以来持续15

个月的负增长后首次正增长，9 月单月完成

642.8 亿元，同比增长 111.37%，同时铁道部将

2012 年铁路基建投资规模上调至 5160 亿元，

铁路建设呈持续恢复之势；6至9月，新矿集团

伊利能源 20 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中电

投煤制天然气项目、潞安180万吨煤间接液化

项目和同煤 40 亿立方米煤制气项目先后获

批，这将利好相关煤化工设备公司；新能源中

的风电、光伏低迷依旧，核电重启未能取得实

质性进展；环保产业进入政策后发展期。

在过去的 3 个月里，我们调研发现，尽管

行业整体运行情况一般，但一些与经济周期

关联度不大的细分领域的企业还保持持续增

长，比如电网自动化公司四方股份、LNG装备

公司富瑞特装、配网自动化龙头公司积成电

子，以及替代人工的机器人等。

随着国内通胀水平回落到 2%附近，前期

一直受到通胀水平束缚的货币政策将部分获

得解放，预计四季度整体宏观经济政策将趋

于稳定，机械行业也将实现平稳运行。

当经济调整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当

工程机械主要产品销售数据持续一年多的负

增长之后，我们认为坚守并等待拐点的到来

可能更符合投资的长远利益。

机械行业经营状况低位趋稳
民族证券机械行业分析师 符彩霞

机械工业信息中心 白涌如

中经装备制造业景气指数报告显示，2012
年三季度产业景气状况基本维持上半年水平，
表明行业产销增速明显回落的势头有所放缓，
行业经济运行总体趋向平稳。

一方面，国内外市场对装备制造的需求增
长未见明显改观，今年以来机械企业获得新增
订单比往年困难。1 至 7 月，据中机联统计，重
点企业累计订货增速同比下降 5.6%。但另一
方面，规模以上机械企业截至 7 月份的主营业
务收入增幅依然达到 9.6%。对应于收入增长，
规模以上企业的应收账款从年初的 2.2 万亿元
上升到 7月份的 2.5万亿元，增长 14%。

多数子行业生产保持稳定。增幅较大的
有农机行业、仪器仪表、重型矿山、石化通用和
机床工具。

企业盈利能力有所好转。国有企业的亏
损情况有所好转，主营业务利润率从 5 月的
5.98%提高到了 7 月的 6.89%，均高于上年同期
收益水平。但私营企业的盈利增幅在下滑，同
时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增幅回落、收益率下
降。产成品资金占用从年初开始下降了 6%，说
明企业面对不利局面，对内积极减少资金占
用，对外努力扩大销售，但结果却是资金占用
从内部库存转为了外部应收，资金占用没有得
到本质改变，经营风险并未有效化解。

从当前行业经济运行情况看，相对过去的
十年辉煌，装备制造业内需疲软、外需乏力的
局面可能会延续。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企
业新增订单的金额在减少，但客户需求的产品
技术要求在提高。虽然企业的出口市场受到
一定阻力，但总体看，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结
构在持续优化，出口产品附加值有所增加。从
市场驱动因素看，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投入
并没有大幅减少迹象，只是投入的领域更加注
重科学发展和民生工程，用户行业对高效、环
保和节能等方面的要求提高，使得装备制造业
的市场需求变得更为精细，倒逼装备制造企业
必须实现转型升级。

企业转型升级关键在于增大科研投入和
实施技改创新。从技改创新看，企业技术改造
需要实现现有产品品质和质量的提高。

同时，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
下，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是很多地区推动装备制
造业转型升级的努力方向。上海高端装备制
造业占装备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28％。安
徽省积极培育省内六大装备制造业基地，前 8
个月实现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传统装备制
造业基地是转型升级的重点区域，也是我国发
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最有优势的地区，对整个行
业的发展具有引领带动作用。

实现工业转型升级是装备制造业企业的
发展方向，也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众多企业已
在各自的领域占领了先机。装备企业没有必
要担忧市场的需求不振，而是必须直面这次
影响深远的工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挑战和机
遇，实现通过规模和品牌做强，不断满足国民
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对装备需求的提升。同
时，带动配套中小企业的专业化研发水平和
制造能力不断提升。

2012年10月30日 星期二 3版

景气指数基本持平 预警指数仍处“浅蓝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