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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观察
MACRO WATCH

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数据｜ 2023 年 7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 录得 49.2，

财新中国服务业PMI 录得 54.1

点评｜经济下行压力大，内外需疲弱，

制造业服务业冷热不均，宽松政策必要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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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 7 月 24 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

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

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

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

环境复杂严峻。会议指出，要用好政策空间、找

准发力方向，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

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

基础性作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通过

终端需求带动有效供给，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7 月 21 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新闻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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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

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

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

国务院总理李强 7 月 31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

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有关到期阶段性政策的后

续安排。会议指出，对今明两年到期的阶段性政策

作出后续安排，对于企业稳定预期、提振信心、安

排好投资经营具有重要意义。

财政部、税务总局 8 月 2 日连发六项公告，多项税

收优惠政策再次延期，从原定的 2023—2024 年延

长执行至 2027 年底，这些优惠涉及对小微和个体

工商户减征所得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增值税、地

方减征“六税两费”以及普惠金融、创投投资初创

企业有关税收优惠；个体工商户享受所得税减免的

范围放宽，从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提高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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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不超过 200 万元部分。（详见 https://economy.

caixin.com/2023-08-02/102089192.html）

8 月 4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打好宏

观政策组合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综合司司长袁达，国家

税务总局总会计师罗天舒，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

司司长邹澜，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魏岩出席发布会，

就落实宏观政策工作进展成效和下一步着力点、积

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税费优惠政策进展成效和落

实举措、发挥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作用、结构性货币

政策工具、加强政策协调配合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8 月 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全

面解读《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

的通知》有关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

司司长王善成，法规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孟玮，国

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国家市场监督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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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总局登记注册局二级巡视员张舒共同出席发布

会，就出台政策考虑、畅通经营主体退出渠道、优

化营商环境、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工程建设招标投

标专项治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等方面问题回

答记者提问。

7 月 31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措施》从稳定大

宗消费、扩大服务消费、促进农村消费、拓展新

型消费、完善消费设施、优化消费环境等六个方

面提出 20 条政策举措，希望通过优化政策和制度

设计，进一步满足居民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

《措施》将与各领域、各品类重点政策形成促进

消费的一揽子政策体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的意见》四天后，7 月 24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

于进一步抓好抓实促进民间投资工作努力调动民间

投资积极性的通知》，从聚焦重点领域支持民间资本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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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重大项目、促进民间投资项目落地实施、营造

良好环境等方面，提出 17 项措施。（详见 https://

economy.caixin.com/2023-07-24/102081365.

html）

记者 7 月 28 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轻

工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3—2024 年）》。方案提出，

2023 年至 2024 年轻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 4% 左右，

规上企业营业收入规模突破 25 万亿元。聚焦家居用

品、塑料制品等轻工业领域重点行业分类施策，稳

住基本盘，壮大新动能。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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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 PMI

2023 年 7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录得 49.2，较

前月下降 1.3 个百分点，近三个月来首次落于收缩

区间；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服务业

PMI）录得 54.1，较前月微升 0.2 个百分点，财新

中国服务业 PMI 已经连续七个月位于扩张区间，不

过相比此前六个月均值水平（55.5）有所下降。

数据

数据



92023 年 8 月 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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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 7 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为 49.3%，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

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51.5%

和 51.1%，均连续 7 个月位于扩张区间，我国经济

延续恢复发展态势。

 新经济指数

2023 年 7 月，财新 BBD 中国新经济指数（NEI）

录得 29.5，即新经济投入占整个经济投入的比重为

29.5%，按可比口径计算，本月 NEI 比上月上升 1.3



102023 年 8 月 9 日  |

数据

个百分点。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新经济指数

有过连续数月的增长，自 2020 年中开始，随着国民

经济逐步恢复，旧经济回归强势，新经济指数呈下

降趋势。2021 年至今，新经济指数在 30% 左右区

间波动。

2023 年 7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 0.3%。

其中，城市下降 0.2%，农村下降 0.6%；食品价格

下降 1.7%，非食品价格持平；消费品价格下降 1.3%，

服务价格上涨 1.2%。7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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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涨 0.2%。其中，城市上涨 0.3%，农村持平；

食品价格下降 1.0%，非食品价格上涨 0.5%；消费

品价格下降 0.1%，服务价格上涨 0.8%。

2023 年 7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4.4%，环比下降 0.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

下降 6.1%，环比下降 0.5%。1—7 月平均，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 3.2%，工业生产者购

进价格下降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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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海 关 统 计， 今 年 前 7 个 月， 我 国 进 出 口 总 值

23.55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0.4%。按美元计价，

今年前 7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3.4 万亿美元，下降

6.1%。其中，出口 1.94 万亿美元，下降 5%；进口

1.46 万亿美元，下降 7.6%；贸易顺差 4895.7 亿

美元，扩大 3.5%。7 月，按美元计价，我国进出口

4829.2 亿美元，下降 13.6%。其中，出口 2817.6

亿美元，下降 14.5%；进口 2011.6 亿美元，下降

12.4%；贸易顺差 806 亿美元，收窄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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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录得 49.2，制

造业景气度有所转差；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

动指数（服务业 PMI）录得 54.1，服务业维持高景

气度。

制造业供给和需求收缩。市场景气度不高，需求疲弱，

供给随之同步收缩，制造业新订单指数和生产指数

分别录得今年 1 月和 2 月以来新低。值得注意的是，

7 月出口订单大幅减少，海外经济衰退风险增加，外

需明显不足，新出口订单指数录得 2022 年 10 月以

来新低。

制造业就业继续恶化，不过收缩幅度较二季度边际

点评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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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缓。市场需求有限，企业出于降本增效考虑减少

用工。积压工作量基本维持稳定，部分受访者表示

夏季电力供应紧张对于订单交付有不利影响。

价格指数维持弱势。制造业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

格指数分别连续第四个月和第五个月低于荣枯线，

通缩压力继续增加。工业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下降

对于成本端价格形成拖累，市场低迷、需求不足对

于企业提高出厂价格形成制约。

供应商物流略有迟滞。供应商供应时间在过去半年

内首次出现延长，相应指数因而录得 2 月以来新低。

究其原因，宏观景气度低迷令部分供应商调整了合

意库存水平，部分原材料供应出现短缺。此外，7 月

产成品库存出现小幅增加，不过受访者表示并非主

动补库。

制造业企业家仍维持乐观情绪。7 月，制造业生产经

营预期指数仍位于荣枯线上，但低于该指数长期均

值。部分受访者对于内外部经济的前景表现出担忧

态度。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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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供求保持扩张。市场条件继续改善，服务业

商务活动活跃度进一步增加，需求亦随之扩张。7 月，

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和新订单指数连续第七个月双

双高于荣枯线。外需增速出现明显下滑，新出口订

单指数仅略高于荣枯线，受访者表示海外经济前景

不明，对于服务业出口形成一定制约。

服务业就业继续增加。服务业就业指数已是连续第

六个月高于荣枯线，市场供求两旺，服务业企业增

加用工需求扩大产能。但这也并不足以消化在手订

单，服务业积压工作指数连续第 12 个月位于扩张区

间。

服务业价格小幅上涨。受人力、原材料、交通运输

和住宿成本增加的影响，服务业投入价格指数连续

第 37 个月位于扩张区间，不过对比此前数月增速有

所放缓。收费端方面，市场竞争依旧激烈，服务业

企业提价空间有限，服务业收费价格指数连续第 15

个月位于扩张区间，但 7 月指数高于荣枯线不足一

个百分点。

点评



172023 年 8 月 9 日  |

服务业市场乐观情绪持续。市场参与者对于未来一

年的市场前景充满信心，但对于全球经济景气度的

持续性也有所担忧。7 月，服务业经营预期指数低于

该指数长期均值逾三个百分点。

2023 年 7 月，财新中国综合 PMI 录得 51.9，较前

月下降 0.6 个百分点，同时录得今年 2 月以来的最

低值。服务业和制造业冷热不均是突出特征。尽管

制造业形成拖累，但服务业的稳步扩张仍助推总生

产、需求、就业维持在扩张区间。出口收缩较为明显，

投入价格微升，产出价格微降，生产预期仍偏乐观

但录得去年 12 月以来的新低。

7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和国家统计局制造业

PMI 两版指数数值相近，个别分项则存在差异。其中，

国家统计局制造业 PMI 生产指数位于荣枯线上，财

新中国制造业 PMI 生产指数则六个月来第一次录得

收缩区间，后者样本企业生产景气度转差更为明显。

这种生产的差异也能够部分解释原材料库存的变化，

后者原材料库存有所增加而前者库存出现下降。两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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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指数的新订单指数均处于收缩区间，较供给而言，

需求薄弱是当前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两版指数的

就业分项连续第五个月双双落于荣枯线下，当今就

业形势依然严峻。此外，两版 PMI 的出口分项均大

幅低于荣枯线，海外经济疲弱对于外需的抑制亦应

引起注意。

由于海外经济疲弱，7 月进出口表现均低于市场预

期。财新传媒近日对 14 家国内外机构的调查显示，

经济学家对 7 月出口增速的预测均值为 -12.1%；

对进口同比增速的预测均值为 -4.9%。我们注意到，

2023 年来，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制造业 PMI 多数

时间位于收缩区间，经济景气度低迷，是造成中国

外需承压的直接原因。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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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CPI 同比转负，PPI 继续位于负区间，市场需

求仍然较为薄弱。不过也有积极信号，CPI 同比转

负原因在于去年 7 月的高基数效应，今年 7 月 CPI

环比录得 0.2%，猪肉价格有触底回升迹象（分析

详 见：https://economy.caixin.com/2023-08-

04/102089705.html），后续对于 CPI 的贡献或将

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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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一季度经济复苏超预期，二季度修复动能趋

弱，当前经济宏观景气度低、内外需双双承压、市

场预期偏弱、经济下行压力大。中央政治局会议定

调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

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

外部环境复杂严峻。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针对性措施建议中，首先指

出要用好政策空间、找准发力方向，扎实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其次强调，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

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增加居民

收入扩大消费，通过终端需求带动有效供给，把实

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

起来。

政策建议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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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收入扩大消费仍然是破解当前经济困局的核心

手段，但是相比去年年底经济工作会议内容，本次

会议将“用好政策空间”置于“扩内需”之前，凸

显当前宽松政策的必要信和紧迫感。此后，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

等相关部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旨在扩内需、

促消费、积极呵护市场主体，这些政策落地效果如何，

是否真正满足市场期待，尚需进一步观察。

当前市场预期不佳，信心不足，企业投资低迷，货

币政策对于供给端提振效果有限，针对需求侧的宽

松财政政策更应成为优先选项。考虑到基础设施投

资边际收益递减，财政支出更应倾向于民生用途，

保就业、稳预期、增加居民收入应是重中之重。从

更长期的视角看，贫富差距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必然产物，能够缓解贫富差距的政策均可以

不同程度的提振总需求，普惠型补助以及工资性、

财产性、经营性收入税收的调整，对于居民总体消

费的改善，都具有正面意义。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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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宏观经济观察》撰稿人

财新智库王喆团队
王喆，经济学博士，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新经济指数、中国

大宗商品指数等项目负责人。研究领域集中于利用递归方法对于

非帕累托最优经济中一般均衡的相关特性进行刻画，并将传统构

造竞争性均衡的根岸方法进行了理论上的拓展。该理论研究在宏

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资产定价模型等方面均

有广泛应用。

如有咨询请联系：

邮件：databd@ccxe.com.cn

电话：027-59716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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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号 
cxdatakefu

邮箱 
dataservice@caixi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