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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业配置建议：曙光兑现，疫情消退，四重奏到稳增长发力。a.政策驱动稳增长：

1）建筑施工，2）消费建材，3）地产开发；b.自主可控长期赛道：1）风电&光伏

&核电，2）半导体设备及材料，3）军工；c.疫后消费复苏：1）居家消费，2）场

景消费；d.战略资源：1）粮食安全，2）能源安全，3）金属资源。 

 上游原料：2022 年 4 月，煤炭行业，煤炭开采环比景气度分化，焦炭环比景气度

上行；石化行业，油气开采、油服工程和炼化及贸易环比景气度均下行；基化行业，

化学原料环比景气度分化多上行，化学制品、化学纤维、塑料环比景气度下行，橡

胶环比景气度分化，农化制品景气度上行；钢铁行业，普钢环比景气度分化多上行，

特钢和冶钢原料环比景气度上行；有色金属行业，贵金属、工业金属、小金属、能

源金属环比景气度均分化，金属新材料环比景气度下降；建筑材料行业，玻璃玻纤

环比景气度下行，水泥和装修建材内部分化。 

 中游制造：2022 年 4 月，电力设备行业，电池与光伏设备环比景气度内部分化，

风电设备与电网设备环比景气度上行；机械设备行业，专用设备、通用设备、工程

机械景气度均内部分化，自动化设备、轨道交通景气度下行；电子行业，消费电子、

半导体景气度内部分化，光学光电子景气度环比下行，元件景气度环比上行；通信

行业，通信设备环比景气度分化多上行；国防军工行业，航海装备环比景气度下行。 

 下游消费：2022 年 4 月，农林牧渔行业，总体环比景气度下行，渔业、饲料业环

比景气度下行，养殖业环比景气度上行，种植业及农产品加工业环比景气度分化；

食品饮料行业，饮料乳品环比景气度分化上行，白酒、非白酒、休闲食品、调味发

酵品环比景气度均下行；医药生物行业，医药商业环比景气度下行，中药环比景气

度上行，化学制药环比景气度分化；纺织服装行业，服装家纺、饰品环比景气度分

化，纺织制造环比景气度下行；轻工制造行业，造纸环比景气度分化上行，包装印

刷环比景气度分化，家居用品环比景气度下行；家用电器行业，总体环比景气度下

行，白色家电与照明设备环比景气度下行，黑色家电与厨卫电器景气度环比上行，

家电零部件环比景气度分化；汽车行业，整体、乘用车、商用车环比景气度下行，

摩托车及其他、汽车零部件环比景气度内部分化；传媒行业，游戏板块环比景气度

下行，影视院线与出版环比景气度分化；休闲服务行业，酒店餐饮环比景气度下行，

旅游及景区环比景气度分化；美容护理行业，个护用品同比景气度下行，化妆品同

比景气度下行。 

 金融房建：2022 年 4 月，非银金融行业，券商环比景气度下行，保险环比景气度

下行；银行业方面，环比景气度下行；房地产行业，环比景气度下行；建筑装饰行

业，基础设施环比景气度内部分化，专业工程与房屋建设环比景气度上升。 

 支持服务：2022 年 4 月，公用事业行业，电力与燃气环比景气度下行；环保行业，

环境治理环比景气度上行；交通运输行业，整体环比景气度下行，航空机场环比景

气度上行，公路铁路与港口航运环比景气度下行，物流环比景气度均分化；商业贸

易行业，一般零售同比景气度下行，互联网电商和贸易同比景气度上行；计算机行

业，IT 服务和软件开发同比景气度均下行。 

 风险提示：高频数据对行业整体景气度解释力度有限；高频数据发布时间具有滞后

性；高频数据可能存在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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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配置建议：曙光兑现，疫情消退，四重奏到稳增长
发力 

政策驱动稳增长：1）建筑施工（基建投资有望持续发力）；2）消费建材（基
建发力及疫后地产修复支撑建材需求恢复）；3）地产开发（多部门发文稳地产防
风险，需求端呵护政策陆续出台）。 

自主可控长期赛道：1）风电&光伏&核电（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2）半导
体设备及材料（全球资本开支上行推动行业高景气，国产龙头订单持续向好）；3）
国防军工（短期业绩释放节奏不改强军强国大趋势）。 

消费复苏：1）居家消费（补库需求下业绩迎拐点，调味品、饮料、休闲食品、
日用品、化妆品和预制菜等）；2）场景消费（待防控放开后迎复苏，餐饮、旅游、
免税、酒店和航空等）。 

战略资源：1）粮食安全（国内外不确定性提升粮食重要性，种植业、化肥业、
农产品加工业等）；2）能源安全（供给趋紧强化能源保供，煤炭、油气及油服&油
运）；3）金属资源（高通胀弱供给支撑价格强势，黄金、工业金属及能源金属等）。 

 

1.1. 政策驱动稳增长 

1.1.1. 建筑施工——基建投资有望持续发力 

稳增长基调明确，基建投资有望持续发力。3 月 25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分工的意见，提出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间，并提出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65 万亿元，强化绩效导
向，坚持“资金、要素跟着项目走”，合理扩大使用范围，支持在建项目后续融资，
开工一批具备条件的重大工程、新型基础设施、老旧公用设施改造等建设项目。4

月 18 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印发《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金融服务的通知》，提出金融机构要主动对接重大项目，支持地方政府适度超前
开展基础设施投资。要在风险可控、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按市场化原则保障融资
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不得盲目抽贷、压贷或停贷，保障在建项目顺利实施。5

月 25 日，李克强在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扎实推动稳经济各项
政策落地见效，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同日，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强调盘活存量资
产要尽快形成有效投资，引导做好回收资金使用，精准有效支持“十四五”规划
102 项重大工程等新项目建设，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配
套资金支持，促进项目落地实施、形成实物工作量。5 月 26 日，交通运输部印发
了《关于扎实推动“十四五”规划交通运输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的工作方案》，其中提
出了 11 项重大工程包和 16 个重点项目。 

受住宅销售低迷及地产资金面仍紧影响，上半年地产投资预计增速趋弱，叠
加国内疫情反复影响消费恢复，上半年经济显著承压，稳增长诉求下预计基建有
望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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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政府债券社融规模同比高增  图 2：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保持高增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1.1.2. 消费建材——基建发力及疫后地产修复将支撑建材需求恢复 

基建发力及疫后地产修复将支撑建材需求恢复。“稳增长”诉求下基建逆势发
力，4 月水泥价格同比上升 11.4%，保持相对高位。受疫情和梅雨季节影响，水泥
产量和价格环比有所回落，但随着疫后需求的恢复和基建实物形成逐渐落地，水
泥量价指标有望回升。随着基建项目逐步落地及房地产企稳，行业开工及施工数
据将逐步改善，将支撑建材需求恢复，景气度有望持续回暖。 

 

图 3：水泥价格保持相对高位  图 4：建筑沥青价格持续向上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1.1.3. 地产开发——多部门发文稳地产防风险，房地产政策调整预计持续加码 

多部门发文稳地产，房地产政策调整预计持续加码。2022 年 3 月 16 日，刘
鹤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金融委专题会议，提出关于房地产企业，要及时研究和
提出有力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应对方案，提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配套措施。会
议召开后，证监会、银保监会、央行、外汇局和财政部均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密集表
态，释放稳地产防风险信号。根据统计局数据，1—4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39154 亿元，同比下降 2.7%，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金额同比下降 20.9%、29.5%，
开发投资重归负增长，销售降幅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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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5 日，央行、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提出对于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的居民家庭，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 20 个基点，二套住房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按现行规定执行。各城市自主确定辖区内首套和二套
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加点下限。5 月 20 日，央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5 年期 LPR 由 4.6%下调 15 个基点至 4.45%。房贷利率下限的调整
和 LPR 的下调有望进一步促进房贷利率水平的下降，从而促进房地产销售回暖。 

同时，各地在因城施策框架下陆续出台房地产放松政策，根据不完全统计，
各地 5 月陆续在优化限购、优化限贷、公积金、优化销售、优化限价、降低交易
税费、优化预售资金监管、购房补贴、货币安置、多孩家庭住房支持、落户引才方
面出台放松政策 180 余条，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预计随着政策效果逐
渐显现，销售市场有望在 6 月逐步回暖。 

表 1：2022年 3月 16日部委有关房地产业的重要表态，稳地产防风险 

部委 主要内容 

国务院金融委 

切实振作一季度经济，货币政策要主动应对，新增贷款要保持适度增长。

关于房地产企业,要及时研究和提出有力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应对方案，

提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配套措施。有关部广要切实承担起自身职责，积

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对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

要及时回应。凡是对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应事先与金融管理部

门协调，保持政策预期的稳定和一致性。 

证监会 
继续支持实体经济合理融资，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有力有效化解房地产企业

风险。 

银保监会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持续完善“稳地价、 稳房

价、稳预期”房地产长效机制，积极推动房地产行业转变发展方式，鼓励

机构稳妥有序开展并购贷款，重点支持优质房企兼并收购困难房企优质项

目，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央行 
货币政策要主动应对，新增贷款要保持适度增长。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

险，稳妥推进并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 

外汇局 配合有关部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台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财政部 今年内不具备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城市的条件。 
 

资料来源：CRIC，德邦研究所 

 

图 5：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5 年(%)，5 月 20 日下调 15 个基点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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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22 年各地出台房地产放松政策数量，房地产政策调整持续加码 

 
资料来源：中指院，Wind，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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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自主可控长期赛道 

1.2.1. 风电&光伏&核电——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3 月 22 日发布《“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
提出到 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0%左右，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
达到 39%左右。规划具体提出加快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因地制宜开发水电和
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等。同时，《“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提出积极有序
推动沿海核电项目建设，到 2025 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达到 7000 万千瓦左右，
我国核能装机容量有望快速增长。5 月 18 日，欧盟委员会提出 REPowerEU 方
案，根据方案，欧盟计划通过节约能源、多元化能源供应、加速可再生能源发展以
及投资和改革等方式尽快摆脱对俄化石燃料的依赖，提出将欧盟 2030 年的能效
目标从 9%提高到 13%，同时到 2030 年将可再生能源在欧盟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从 40%提高至 45%。5 月 25 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
议，会议强调，加快风光大基地项目开工，确保国家能源安全。要求按照应开尽
开，能开尽开的原则，认真做好第二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
将加快推动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第二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的建设，
项目开工节奏有望前置。5 月 30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促进新
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要实现到 2030 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
装机容量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的目标，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图 7：硅片价格基本稳定  图 8：组件价格基本稳定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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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我国在运核电装机容量（万千瓦）预计将大幅提升 

 

资料来源：《中国核能发展报告》，中电联，德邦研究所 

1.2.2. 半导体设备及材料——全球资本开支上行推动行业高景气，国产龙头订单持

续向好 

全球设备景气周期上行，国内龙头份额有望提升。据 IC insights 预测，在 2021

年飙升 36%之后，预计 2022 年半导体行业资本支出将继续增长 24%，达到 1904

亿美元历史新高。根据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生产数据，4 月集成电路生产 259 亿
块，同比下降 9.5%，随着各地疫情缓解，集成电路产量有望逐步恢复。4 月 11

日，深圳市市长覃伟中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2022 年，深圳将全力推动重大
工业项目落地。加大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工业投资力度，建成投产中芯国际 12 英
寸线、华星光电 T7 二期等项目，开工建设 5 个百亿级、10 个三十亿以上重大工
业项目，全面完成工业园区转供电改造，全年工业投资增长 12%以上。 

 

图 10：IC Insights 预计 2022 年半导体行业资本支出将继续增长 24% 

 

资料来源：IC Insights，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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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疫情影响，我国 4 月集成电路产量同比下降 9.5%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图 12：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出货额 4 月同比上升 8.6%，海外表现维持高景气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1.2.3. 国防军工——短期业绩释放节奏不改强军强国大趋势 

俄乌冲突事件凸显强军强国战略地位，军费增长支持军工业绩向上。自 90 年
代起，中国军事费用持续稳步上行，2021 年国防支出预算已提高至 1.35 万亿元
水平，考虑到《“十四五”纲要》中提出的“科技强军”和“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
能化融合发展”等要求，2022 年军费支出有望将延续增长，成为军工企业业绩重
要支点。地缘政治方面，5 月 23 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首批参与国包括美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泰国、
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等 13 个国家。5 月 24 日，中俄两国空
军在日本海、东海、西太平洋海域上空组织实行例行性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行业
层面，5 月 18 日，国资委在深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改革争做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表
率专题推进会上表示，要继续加大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力度，必要的也可单独
上市，随后 5 月 26 日，中航电子及中航机电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公告，中航电子拟
以发行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中航机电并发行 A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军工
集团资产证券化率提升有望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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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军工行业 2015-2022Q1 年合同负债和预收账款规模出现大幅提升，验证军费端支出强劲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注：行业口径仅选择 2015 年前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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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疫后消费复苏 

1.3.1. 居家消费——补库需求下业绩迎拐点 

补库需求下居家消费有望迎复苏拐点。疫情多地发生背景下，物流受阻导致
销售表现平淡。消费者和渠道库存目前由于供给端受限处于低位，疫情趋稳后物
流将逐步恢复，补库需求有望促使居家消费相关公司迎业绩拐点。5 月 29 日，上
海发布《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共包括八个方面、50 条政策措
施。5 月 30 日，上海发布《关于 6 月 1 日起全市住宅小区恢复出入公共交通恢复
运营机动车恢复通行的通告》。上海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形势持续向好，随着生
产生活逐步正常，疫后消费逐渐复苏。建议关注补库需求旺盛的居家刚性消费行
业：调味品、饮料、休闲食品、日用品、化妆品和预制菜等。 

 

图 14：全国当日确诊+无症状病例趋于下降  图 15：4 月物流业景气指数业务总量仅高于 2020 年 2 月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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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场景消费——待防控政策放开后迎复苏 

国内疫情多发导致接触性聚集性消费受到较大影响，但从过往经验来看，疫
情对消费的影响是阶段性的。4 月 26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
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提出应对疫情影响，促进消费有序恢复发展。随着
疫情得到有效管控，场景消费将迎来复苏。建议关注有望困境反转的场景消费行
业：餐饮、旅游、免税、酒店和航空等。 

 

图 16：2020 年国内疫情缓解后餐饮业收入约半年同比回正  图 17：2020 年国内疫情缓解后航空业约半年恢复正常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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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战略资源 

1.4.1. 粮食安全——国内外不确定性提升粮食重要性 

国际粮食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疫情防控影响春耕生产，粮食安全的重要
性逐渐提升。4 月 20 日国常会提出（1）要层层分解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
督促地方种足种满种在适播期、不得撂荒，对未完成任务的严肃追责。（2）要切
实保障春耕农事活动有序开展。（3）要抓好“菜篮子”。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
通道政策，促进蔬菜等农产品顺畅流通。（4）要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尽快把
粮食生产扶持资金发放到农民手中，实施新的小麦“一喷三防”补贴政策。（5）
要研究加大农资补贴的举措，及时做好粮食托底收购，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
性。建议关注受益于主粮价格上涨的种植业、国外供给受限及国内需求上升的化
肥业、上游原料涨价导致价格上行的农产品加工业等。 

 

图 18：主粮价格处于高位  图 19：化肥价格持续上升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1.4.2. 能源安全——供给趋紧强化能源保供 

煤炭——供给端趋紧难解，行业维持高景气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3 月 22 日发布《“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
提出到 2025 年，国内能源年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46 亿吨标准煤以上，煤炭仍是我
国重要传统能源。5月 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煤炭中长期合同电视电话会议，
会议强调，煤炭中长期合同是煤炭保供稳价的“压舱石”，对于应对当前国内外严
峻复杂形势，稳定经济大盘、稳定物价、稳定预期，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
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统计局数据，1-4 月，我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 13077.4 亿元，同比增长 64.1%。在长协价制度背景下，我国动力煤、
焦煤、焦炭价格低于国际煤价，煤炭进口受阻，进一步导致供给趋紧。受制于供给
端约束，煤价将保持高位，预计煤炭行业将维持高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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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国有重点煤矿库存处于低位  图 21：疫情影响需求走弱导致焦煤价格有所回调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油气及油服&油运——地缘冲突下原油价格强势 

俄罗斯是重要的油气资源国，地缘冲突下供给约束预期推动油气商品走强。
俄罗斯是欧盟最大的单一原油来源国，而天然气方面 2020 年俄罗斯出口占全球
份额的 16%+。5 月 30 日，欧盟峰会草案结论指出，欧盟对俄罗斯的第六套制裁
将涵盖原油、石油产品，输油管运输的石油产品暂时获得豁免。 

图 22：俄乌冲突后原油价格持续走强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1.4.3. 金属资源——高通胀弱供给支撑价格强势 

俄乌地缘冲突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升，美国通胀预计持续高位，全球类
滞胀的背景下，抗通胀资源品配置价格提升。同时地缘风险及疫情波动影响全球
商品流通，供给端持续趋紧将支撑金属价格维持高位。在疫情影响下，国内工业
金属供需两端均受限制，随着疫情缓解，工业生产正常化，需求复苏有望促进金
属价格保持强势。建议关注黄金、工业金属及能源金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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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COMEX 黄金走高  图 24：美国 CPI 处于历史高位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图 25：铜价上行库存下行  图 26：铝价上行库存下行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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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景气方向——自上而下 

2.1. 总览 

量端各行业 4 月环比、同比整体均向下。环比维度，除石油石化外其余行业
景气方向均向下。同比维度，量端向下的行业有化工、钢铁、建筑材料、电气设
备、机器设备、国防军工、农林牧渔、医药生物、纺织服装、轻工制造、汽车。 

价端各行业 4 月环比、同比整体均向上。环比维度，价端向上行业有煤炭、
石油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农林牧渔、食品饮料、
纺织服装、轻工制造、家用电器、汽车、公用事业和环保。同比维度，行业景气方
向均向上。 

图 27：自上而下量价两端变化总览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2.2. 量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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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增幅的行业除石油石化其余均下跌，跌幅在 5%以上行业有塑料+橡胶、
化学纤维、非金属材料 II、冶钢原料、建筑材料、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通用设
备和专业设备制造业、轨道设备 II、国防军工（除军工电子）、军工电子 II、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食品加工+休闲食品、非白酒+白酒 II、医药生
物、纺织制造、饰品、文娱用品、家居用品、造纸、包装印刷、家用电器、汽车制
造业、环境治理。 

同比增幅整体向下，跌幅在 5%以上行业有，焦炭 II、炼化及贸易、塑料+橡
胶、建筑材料、电网设备、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轨道设备 II、国防军工（除军工
电子）、纺织制造、饰品、文娱用品、家居用品、造纸、汽车制造业、燃气 II、环
境治理。 

2.3. 价端 

图 28：量端丨工业增加值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申万一级行业
22年4月合并环比

边际景气方向

环比景气度

变化（%）

22年4月合并

同比景气方向

同比景气度

变化（%）
申万二级行业 对应统计局行业

-3.5 13.2 煤炭开采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3.3 -6.6 焦炭II

-3.3 -6.6 炼化及贸易

1.5 7.2 油气开采II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6.5 8.9 油服工程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3.6 -0.6 化学原料+化学制品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8.9 -8.1 塑料+橡胶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5.3 -4.1 化学纤维 化学纤维制造业
-8.7 -4.5 非金属材料II 非金属矿采选业
-8.4 3.8 冶钢原料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2.6 -4.2 普钢+特钢II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5 8.9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4.8 1.4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建筑材料 ↓ -7.8 ↓ -6.2 全相关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9.0 1.6 全相关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3.2 -8.8 电网设备

-13.2 -8.8 通用设备

-15.1 -15.8 通用设备 通用设备制造业

-13.1 -5.5 专用设备 专用设备制造业

-8.7 -6.6 通用设备 金属制品业

-7.1 -6.0 轨交设备II

-7.1 -6.0 军工电子外全相关

-7.6 4.9 军工电子II

电子 ↓ -7.6 ↑ 4.9 全相关

通信 ↓ -7.6 ↑ 4.9 全相关

农林牧渔（部分） ↓ -6.2 ↓ -0.1 农产品加工+饲料

-6.2 -0.1 食品加工+休闲食品

-3.7 0.1 酒类外全相关 食品制造业

-6.5 0.5 非白酒+白酒II 酒、饮料及精制茶制造业

医药生物 ↓ -13.9 ↓ -3.8 全相关 医药制造业

-7.0 -6.3 纺织制造 纺织业

-5.4 -0.3 服装家纺 纺织服装、服饰业

-4.6 0.6 服装家纺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9.4 -6.0 饰品

-9.4 -6.0 文娱用品

-8.9 -8.8 家居用品 家具制造业

-7.0 -5.6 造纸 造纸和纸制品业

-6.7 -2.8 包装印刷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7.6 -2.8 家居用品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家用电器 ↓ -9.0 ↑ 1.6 全相关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汽车 ↓ -30.8 ↓ -31.8 全相关 汽车制造业

-3.0 0.9 电力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9 7.1 燃气II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2.7 2.0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8.4 18.3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上游原料

煤炭 ↓ ↑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石油石化 ↑ ↑

化工 ↓ ↓

钢铁 ↓ ↓

电气设备 ↓ ↓
仪器仪表制造业

机械设备 ↓ ↓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国防军工 ↓ ↓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有色金属 ↓ ↑

中游制造

纺织服装 ↓ ↓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轻工制造

下游消费

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饮料 ↓ ↑

环保 ↓ ↑ 环境治理

↓ ↓

支持服务

公用事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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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增幅在 1%以上行业有煤炭开采、焦炭 II、炼化及贸易、油气开采 II、化
学原料+化学制品、冶钢原料、普钢+特钢Ⅱ、有色金属、农产品加工+饲料、食品
加工+休闲食品。 

同比增幅靠前行业集中在上游原材料，中下游增幅在 5%以上行业有煤炭开
采、焦炭 II、炼化及贸易、油气开采 II、化学原料+化学制品、化学纤维、非金属
材料 II、普钢+特钢Ⅱ、有色金属、建筑材料、电气设备、金属制品 II、纺织制造、
家用电器、电力及燃气 II。 

 

图 29：价端丨 PPI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申万一级行业
22年4月合并环比

边际景气方向

环比景气度

变化（%）

22年4月合并

同比景气方向

同比景气度

变化（%）
申万二级行业 对应统计局行业

2.5 51.0 煤炭开采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3.5 33.1 焦炭II

3.5 33.1 炼化及贸易

1.2 44.3 油气开采II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4 17.7 化学原料+化学制品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0.3 3.6 塑料+橡胶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4 8.2 化学纤维 化学纤维制造业
0.0 6.7 非金属材料II 非金属矿采选业
4.0 -6.4 冶钢原料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8 10.5 普钢+特钢II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7 12.6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8 18.8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建筑材料 ↓ -0.5 ↑ 8.0 全相关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电气设备 ↑ 0.6 ↑ 6.7 全相关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1 2.2 通用设备 通用设备制造业

0.0 1.3 专用设备 专用设备制造业

0.4 7.2 金属制品II 金属制品业

0.0 1.8 轨交设备II

0.0 1.8 军工电子外全相关

0.0 1.1 军工电子II

电子 — 0.0 ↑ 1.1 全相关

通信 — 0.0 ↑ 1.1 全相关

农林牧渔（部分） ↑ 1.1 ↑ 0.9 农产品加工+饲料

1.1 0.9 食品加工+休闲食品

0.2 4.5 酒类外全相关 食品制造业

0.2 0.7 非白酒+白酒II 酒、饮料及精制茶制造业

医药生物 ↓ -0.1 ↑ 0.4 全相关 医药制造业

0.2 7.2 纺织制造 纺织业

0.0 0.7 服装家纺 纺织服装、服饰业

0.4 2.3 造纸 造纸和纸制品业

0.0 1.6 包装印刷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0.1 2.9 家居用品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家用电器 ↑ 0.6 ↑ 6.7 全相关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汽车 ↑ 0.0 ↑ 0.6 全相关 汽车制造业

0.4 8.5 电力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0.3 14.2 燃气II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环保 ↑ 0.1 ↑ 1.6 环境治理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上游原料

煤炭 ↑ ↑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石油石化 ↑ ↑

化工 ↑ ↑

钢铁 ↑ ↑

机械设备 ↑ ↑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国防军工 — ↑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有色金属 ↑ ↑

中游制造

下游消费

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饮料 ↑ ↑

支持服务

公用事业 ↑ ↑

纺织服装 ↑ ↑

轻工制造（部分） ↑ ↑



                                                                       策略专题 
 

 
 

                                                       22 / 49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3. 行业景气方向——自下而上 

本期多数行业环比景气度下行趋势。 

环比景气度上行行业有钢铁、电力设备、环保； 

环比景气度下行行业有石化、基化、有色金属、机械设备、国防军工、农林牧
渔、食品饮料、汽车、休闲服务、传媒、美容护理、非银金融、银行、房地产、公
用事业、交通运输和计算机。 

图 30：自下而上总览（行业中观高频数据）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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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上游原料 

2022 年 4 月，煤炭行业，煤炭开采环比景气度分化，焦炭环比景气度上行；

石化行业，油气开采、油服工程和炼化及贸易环比景气度均下行；基化行业，化

学原料环比景气度分化多上行，化学制品、化学纤维、塑料环比景气度下行，橡胶

环比景气度分化，农化制品景气度上行；钢铁行业，普钢环比景气度分化多上行，

特钢和冶钢原料环比景气度上行；有色金属行业，贵金属、工业金属、小金属、能

源金属环比景气度均分化，金属新材料环比景气度下降；建筑材料行业，玻璃玻

纤环比景气度下行，水泥和装修建材内部分化。 

 

3.1.1. 煤炭 

2022 年 4 月，煤炭开采方面，供给端全国原煤产量同比上升 12.6%，国有重
点煤矿铁路运量同比下降 1.9%，需求端方面，国有重点煤矿销量同比上行 2.8%。
焦炭方面，供给端焦炭产量同比上升 1.7%，需求端生铁产量同比上升 1.1%，六
港口炼焦煤库存环比下降 24.7%，样本钢厂炼焦煤库存环比下降 8.7%，价端炼焦
煤和冶金焦价格分别环比上行 8.9%和 11.9%。 

 

表 2：煤炭月度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环比景气度 同比景气度 

煤炭开采 无最佳品种 内部分化 内部分化 

焦炭 冶金焦 上行 上行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煤炭开采 

供给_全国原煤产量 -8.3% 12.6% 2022-04 

供给_国有重点煤矿铁路运量 -3.2% -1.9% 2022-04 

需求_国有重点煤矿销量 -1.9% 2.8% 2022-04 

供需_煤炭月度产销比 无基期值 -6.9% 2022-03 

库存_重点电厂库存 20.4% 30.5% 2022-04 

库存_重点电厂可用天数 46.7% 46.7% 2022-04 

价格_动力煤价格 1.1% 4.8% 2022-04 

焦炭 

供给_焦炭产量 -0.4% 1.7% 2022-04 

需求_焦炭表观消费量 -0.4% 2.0% 2022-04 

需求_生铁产量 7.2% 1.1% 2022-04 

供给_炼焦煤总供给 -6.6% 3.3% 2022-04 

需求_炼焦煤消费量 -5.4% -0.2% 2022-04 

供需_炼焦煤产销比 1.3% -3.4% 2022-04 

库存_六港口炼焦煤库存 -24.7% -48.3% 2022-04 

库存_样本钢厂炼焦煤库存 -8.7% -1.7% 2022-04 

价格_国内主要地区炼焦煤 8.9% 100.6% 2022-04 

价格_主要港口国产冶金焦 11.9% 68.4% 2022-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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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石油石化 

2022 年 4 月，油气开采方面，供给端环比方面除世界原油外基本保持增长，

世界原油产量环比下降 0.9%，OPEC 原油产量环比增加 0.5%，美国新增钻井环

比上升 5.9%，美国钻机环比增长 3.9%；库存端美国商业原油库存环比上涨 0.7%,

同比下跌 15.6%；价端环比下行，WTI 和 Brent 原油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6.0%、

12.1%，领域环比景气度下行。油服工程方面，亚太钻机数量环比下降 1.6%，同

比增长 10.2%，全球钻机数量环比下降 3.5%，同比增长 34.8%，领域环比景气度

下行。炼化及贸易方面，汽油批发价格环比下跌 8.9%，丙烯价格环比下降 1.1%，

乙烯价格环比上涨 2.2%，领域环比景气度下行。 

 

表 3：石油石化月度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环比景气度 同比景气度 

油气开采 无细分品种 下行 上行 

油服工程 无细分品种 下行 上行 

炼化及贸易 乙烯 下行 上行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油气开采 

供给_世界原油 -0.9% 6.1% 2022-04 

供给_OPEC原油 0.5% 14.2% 2022-04 

供给_美国新增钻井 5.9% 69.1% 2022-04 

供给_美国钻机 3.9% 60.2% 2022-04 

需求_世界石油 -0.8% 3.0% 2022-06 

库存_美国商业原油 0.7% -15.6% 2022-04 

价格_Brent原油 -12.1% 61.2% 2022-04 

价格_WTI原油 -6.0% 64.6% 2022-04 

价格_阿曼原油 -7.1% 46.1% 2021-12 

价格_美元指数 2.3% 9.9% 2022-04 

油服工程 

亚太钻机数量 -1.6% 10.2% 2022-04 

全球钻机数量 -3.5% 34.8% 2022-04 

炼化及贸易 

汽油批发价格 -8.9% 22.9% 2022-04 

乙烯价格 2.2% 24.1% 2022-04 

丙烯价格 -1.1% 1.5% 2022-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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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基础化工 

2022年4月，化学原料方面，价格分化多上行，轻质纯碱价格环比下降1.0%，

重质纯碱价格环比下降 1.7%，氯碱 PVC 价格环比上升 0.2%，钛白粉价格环比上

行 0.2%，环氧丙烷环比上行 6.9%，烧碱价格环比上行 22.9%。化学制品方面，

炸药、火工与焰火产品价格环比下行 0.2%，纯 MDI 环比下降 7.4%，硝酸铵价格

持平，聚氨酯 TDI 和聚合 MDI 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5.5%、1.5%。化学纤维方面，

涤纶短纤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0.7%，氨纶 20D 环比下降 3.9%，锦纶 PA66 下降

3.9%。塑料方面，PC 价格环比下行 3.5%，ABS 改性塑料环比持平。橡胶方面，

丁苯橡胶环比下降 1.7%，天然橡胶环比下降 2.0%。农化制品方面，除草甘膦价

格环比下降 2.8%以外，复合肥、尿素、氯化钾和磷酸二铵环比分别上升 22.1%、

3.2%、2.9%、2.7%。 

 

表 4：基础化工月度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环比景气度 同比景气度 

化学原料 烧碱 分化，多上行 分化，多上行 

化学制品 无细分品种 下行 内部分化 

化学纤维 粘胶短纤 下行 内部分化 

塑料 无细分品种 下行 下行 

橡胶 炭黑 内部分化 内部分化 

农化制品 复合肥 上行 上行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化学原料 

纯碱_轻质纯碱 -1.0% 49.3% 2022-04 

纯碱_重质纯碱 -1.7% 46.4% 2022-04 

氯碱_PVC 0.2% 1.9% 2022-04 

氯碱_烧碱 22.9% 183.6% 2022-04 

氯碱_环氧丙烷 6.9% -33.8% 2022-04 

钛白粉 0.2% 3.4% 2022-04 

化学制品 

民爆_炸药火工&焰火产品 -0.2% 15.8% 2022-04 

民爆_硝酸铵 0.0% 44.3% 2022-04 

出口单价_间苯二酚 -2.3% -5.2% 2022-04 

聚氨酯_纯 MDI -7.4% 0.9% 2022-04 

聚氨酯_聚合 MDI -1.5% -2.5% 2022-04 

聚氨酯_TDI -5.5% 19.6% 2022-04 

化学纤维 

涤纶_涤纶短纤 -0.7% 14.1% 2022-04 

涤纶_涤纶长丝 -9.0% 29.5% 2021-12 

氨纶_氨纶 20D -3.9% -14.9% 2022-04 

粘胶纤维_粘胶短纤 5.6% -4.8% 2022-04 

粘胶纤维_粘胶长丝 0.0% 14.9% 2022-04 

锦纶_PA6 -2.9% 8.5% 2022-04 

锦纶_PA66 -3.9% -5.8% 2022-04 

塑料 

PC -3.5% -21.8% 2022-04 

PC/ABS改性塑料 0.0% -8.9% 2022-04 

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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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_天然橡胶 -2.0% -4.3% 2022-04 

轮胎_丁苯橡胶 -1.7% -13.0% 2022-04 

轮胎_丁腈橡胶 无基期值 无基期值 2022-04 

炭黑 9.9% 30.8% 2022-04 

农化制品 

农药_草甘膦 -2.8% 90.0% 2022-04 

化肥_尿素 3.2% 32.6% 2022-04 

化肥_磷酸二铵 2.7% 25.2% 2022-04 

化肥_氯化钾 2.9% 70.8% 2022-04 

化肥_复合肥 22.1% 64.5% 2022-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1.4. 钢铁 

2022 年 4 月，普钢方面，供给端生铁与粗钢产量环比分别上行 7.2%、5.1%，

钢材产量环比下降 1.8%。价格端三大钢材价格均回升，螺纹钢、热轧、冷轧环比

涨幅分别为 3.0%、2.5%、1.6%，领域环比景气度上行。特钢方面，304 不锈钢

热轧板价格环比上涨 0.1%，同比上升 26.2%。冶钢原料方面，铁矿指数环比上升

11.3%。 

表 5：钢铁月度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环比景气度 同比景气度 

普钢 无最佳品种 分化，多上行 分化，多上行 

特钢 304热轧板 上行 上行 

冶钢原料 铁矿石 上行 下行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普钢 

供给_高炉开工率 -4.7% -18.7% 2021-11 

供给_全国生铁产量 7.2% 1.1% 2022-04 

供给_全国粗钢产量 5.1% -5.2% 2022-04 

供给_全国钢材产量 -1.8% -5.3% 2022-04 

需求_地产投资 累计同比 -1.9% 2022-04 

需求_交运基建投资 累计同比 7.4% 2022-04 

需求_公用事业基建投

资 
累计同比 7.2% 2022-04 

需求_汽车产量 -46.3% -43.6% 2022-04 

需求_钢材消费量 27.6% -6.2% 2022-03 

库存_钢材社会库存 7.1% 11.8% 2022-03 

库存_重点企业钢材库

存 
11.5% 25.5% 2022-04 

价格_螺纹钢市场价 3.0% -1.0% 2022-04 

价格_热轧市场价 2.5% 2.0% 2022-04 

价格_冷轧市场价 1.6% 2.9% 2022-04 

特钢 

 价格_304热轧板 0.1% 26.2% 2022-04 

价格_304冷轧卷 -7.7% 27.2% 2021-12 

冶钢原料 

成本_铁矿指数 11.3% -2.0% 2022-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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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有色金属 

2022 年 4 月，贵金属方面，黄金、白银期货价格环比下降，跌幅分别为 1.2%、

3.0%。工业金属方面，铜、锌、铅期货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0.5%、8.1%、0.9%，

铝期货价格下降 6.5%。小金属方面，锡期货价格下行 2.5%，钼、钨、铬价格上

行，钛价格持平。能源金属方面，钴价格环比下降 0.4%，锰环比回落 40.1%。金

属新材料方面，钕、镝、镨、铽和钇价格环比均下降，分别下行 18.7%、12.4%、

10.5%、7.6%、4.0%。 

 

表 6：有色金属月度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环比景气度 同比景气度 

贵金属 无细分品种 内部分化 内部分化 

工业金属 锌 内部分化 内部分化 

小金属 钼 分化，多上行 分化，多上行 

能源金属 无细分品种 分化，多下行 分化，多上行 

金属新材料 无细分品种 下降 分化，多上行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贵金属 

黄金_期货价格 -1.2% 9.9% 2022-04 

黄金_ETF持仓 2.2% 7.1% 2022-04 

白银_期货价格 -3.0% -3.9% 2022-04 

白银_ETF持仓 4.2% -0.1% 2022-04 

工业金属 

铜_期货价格 0.5% 8.6% 2022-04 

铜_期货库存 12.9% -44.2% 2022-04 

铝_期货价格 -6.5% 29.9% 2022-04 

铝_期货库存 -14.9% -60.7% 2022-04 

锌_期货价格 8.1% 39.9% 2022-04 

锌_期货库存 -8.2% -25.1% 2022-04 

铅_期货价格 0.9% 10.4% 2022-04 

铅_期货库存 -4.7% -25.1% 2022-04 

铜_加工费 15.8% 174.3% 2022-04 

小金属 

小金属_锡_期货价格 -2.5% 71.6% 2022-04 

小金属_锡_期货库存 5.4% -45.5% 2022-04 

小金属_镍_期货价格 -4.5% 91.6% 2022-04 

小金属_镍_期货库存 -2.7% -71.1% 2022-04 

小金属_钛_价格 0.0% 0.0% 2022-02 

小金属_钼_价格 8.7% 67.1% 2022-04 

小金属_钨_价格 1.7% 24.5% 2022-04 

小金属_铬_价格 3.2% 53.9% 2022-04 

小金属_锗_价格 -1.5% 19.5% 2022-04 

小金属_钒_价格 -2.0% 27.0% 2022-04 

能源金属 

新能源金属_锂_价格 无基期值 204.5% 2022-04 

新能源金属_钴_价格 -0.4% 66.0% 2022-04 

新能源金属_锰_价格 -40.1% -3.0% 2022-04 

金属新材料 

稀土永磁_钕_价格 -18.7% 54.7% 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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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永磁_镨_价格 -10.5% 79.3% 2022-04 

稀土永磁_铽_价格 -7.6% 52.7% 2022-04 

稀土永磁_镝_价格 -12.4% -9.5% 2022-04 

稀土永磁_钇_价格 -4.0% 21.6% 2022-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1.6. 建筑材料 

2022 年 4 月，水泥方面，水泥产量环比上升 4.4%，同比下降 18.6%，价格

端全国均价环比下降 0.5%。玻璃玻纤方面，供给端平板玻璃产量环比下降 1.8%，

库存环比上行 8.8%，玻璃价格指数环比下跌 0.5%。装修建材方面，涂料方面除

建筑沥青环比上升 0.9%、硬泡聚醚和纯 MDI 价格环比下降 1.4%和 7.4%，管材

HOPE 价格环比上升 0.1%，PVC 和 PP 环比下降 0.1%、0.4%。五金材料门窗装

饰环比下降 0.1%，耐火材料价格环比持平，同比上升。 

 

表 7：建筑材料月度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环比景气度 同比景气度 

水泥 无细分品种 内部分化 上行 

玻璃玻纤 无细分品种 下行 下行 

装修建材 建筑沥青 分化，多上行 分化，多上行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水泥 

供给_水泥产量 4.4% -18.6% 2022-04 

价格_全国水泥均价 -0.5% 11.4% 2022-04 

价格_华北水泥均价 1.3% 33.7% 2022-04 

价格_华东水泥均价 -0.9% 5.7% 2022-04 

价格_西南水泥均价 0.6% 25.3% 2022-04 

价格_中南水泥均价 -1.2% 27.5% 2022-04 

价格_东北水泥均价 -1.2% 8.5% 2022-04 

价格_西北水泥均价 0.7% 13.8% 2022-04 

玻璃玻纤 

供给_平板玻璃产量 -1.8% -0.5% 2022-04 

库存_存货数量 8.8% 173.0% 2022-04 

价格_玻璃价格 -0.5% -9.8% 2022-04 

装修建材 

涂料价格_建筑沥青 0.9% 28.5% 2022-04 

涂料价格_硬泡聚醚 -1.4% -25.4% 2022-04 

涂料价格_纯 MDI -7.4% 0.9% 2022-04 

管材价格_PVC -0.1% 1.8% 2022-04 

管材价格_HOPE 0.1% 2.5% 2022-04 

管材价格_PP -0.4% 3.9% 2022-04 

五金价格_门窗装饰 -0.1% 1.6% 2022-04 

五金价格_建筑五金 0.2% 1.0% 2022-04 

耐火材料价格_耐火材料 PPI 0.0% 8.9% 2022-04 

耐火材料价格_石膏 0.0% 8.7% 2022-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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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游制造 

2022 年 4 月，电力设备行业，电池与光伏设备环比景气度内部分化，风电设

备与电网设备环比景气度上行；机械设备行业，专用设备、通用设备、工程机械

景气度均内部分化，自动化设备、轨道交通景气度下行；电子行业，消费电子、半

导体景气度内部分化，光学光电子景气度环比下行，元件景气度环比上行；通信

行业，通信设备环比景气度分化多上行；国防军工行业，航海装备环比景气度下

行。 

 

3.2.1. 电力设备 

2022 年 4 月，电机方面，电机制造 PPI 同比上升 1.9%。电池方面，量端三

元电池和磷酸铁锂环比下降 51.2%和 26.6%，价端正极材料磷酸铁锂环比下降

2.8%，湿法隔膜环比上升 1.5%。光伏设备方面，价端方面多晶硅片价格环比下行

1.0%，多晶硅价格环比上升 1.0%，组件价格环比持平。量端方面，光伏电池产量

环比下行 3.0%。逆变器出口数量环比上升 20.6%。风电设备方面，4 月发电设备

新增容量同比下降 13.0%。电网设备方面，充电桩新增保有量环比上升 435.9%，

电线电缆价格环比持平。 

 

表 8：电力设备月度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领域环比 领域同比 

电机 未更新 未更新 上行 

电池 负极材料 内部分化 上行 

光伏设备 多晶硅 内部分化 分化，多上行 

风电设备 无细分品种 上行 下行 

电网设备 无细分品种 上行 分化,多上行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电机 

PPI_电机制造 当月同比 1.9% 2022-04 

内销营收_微特电机 12.5% 25.6% 2021-12 

内销营收_其他电机 10.3% 23.7% 2021-12 

出口货值_发电机 25.2% 30.7% 2021-12 

出口货值_微特电机 9.8% -0.1% 2021-12 

出口货值_其他电机 13.1% 6.1% 2021-12 

内销利润率_微特电机 -3.5% -11.4% 2021-12 

内销利润率_其他电机 11.2% -37.1% 2021-12 

电池 

产量_三元电池 -51.2% 34.9% 2022-04 

产量_磷酸铁锂 -26.6% 66.7% 2022-04 

价格_正极材料_磷酸铁锂 -2.8% 219.5% 2022-04 

价格_正极材料_三元 811 8.1% 56.5% 2022-01 

价格_负极材料_中端人造石墨 1.5% 29.5% 2022-04 

价格_负极材料_中端天然石墨 22.1% 41.7% 2022-04 

价格_铜箔_电池级铜箔 0.0% 25.3% 2022-01 

价格_隔膜_湿法 1.5% 20.2% 2022-04 

价格_隔膜_干法 0.0% 0.0% 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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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_电解液_三元 -11.4% 68.4% 2022-04 

价格_电解液_磷酸铁锂 -10.4% 48.7% 2022-04 

价格_电解液_六氟磷酸锂 -19.3% 104.0% 2022-04 

光伏设备 

产量_光伏电池 -3.0% 32.4% 2022-04 

价格_硅_多晶硅 1.0% 75.8% 2022-04 

价格_硅片_单晶硅片 -1.1% 115.6% 2021-11 

价格_硅片_多晶硅片 -1.0% 43.4% 2022-04 

价格_电池_多晶电池 0.2% 43.7% 2021-11 

价格_组件 0.0% -9.7% 2022-04 

出口数量_逆变器 20.6% 32.7% 2022-04 

出口平均单价_逆变器 -4.7% 10.4% 2022-04 

北美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出货额 -0.5% 46.1% 2021-12 

日本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出货额 -2.8% 8.6% 2022-04 

风电设备 

新增容量_发电设备 99.6% -13.0% 2022-04 

高低压设备 

新增保有量_充电桩 435.9% 469.4% 2022-04 

电网投资完成额 累计同比 4.8% 2022-04 

价格_电线电缆 0.0% 12.3% 2022-04 

出口数量_继电器 8.4% -2.8% 2022-04 

产量_变压器 无基期值 无基期值 2021-12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2.2. 机械设备 

2022 年 4 月，专用设备方面，电梯、自动扶梯产量环比下降 37.1%，同比下

降 40.7%。亚太石油钻机数量环比上升 0.7%，农用机械大中拖拉机与中型拖拉机

产量同比均分别下降 20.3%、23.2%，氩气和氧气价格环比下降 27.4%、10.3%，

氮气价格环比上行 18.4%。通用设备方面，磨具及磨料价格指数环比持平，金属

集装箱产量环比下行20.6%，冷柜产量与压缩机出口量环比分别下行30.2%、9.3%。

工程机械方面，挖掘机主要企业销量及出口环比分别下降 33.8%和 19.3%，推土

机及装载机主要企业销量环比分别下降 27.5%、27.2%。庞源指数点值环比下降

5.6%。自动化设备方面，工业机器人产量环比下降 26.6%。轨道交通方面，铁路

机车与动车组产量环比分别下行 50.0%、38.8%。 

 

表 9：机械设备月度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领域环比 领域同比 

专用设备 氮气 内部分化 内部分化 

通用设备 无最佳品种 内部分化 内部分化 

工程机械 无最佳品种 内部分化 内部分化 

自动化设备 无最佳品种 下行 上行 

轨道交通 无最佳品种 下行 下行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专用设备_楼宇设备 

电梯、自动扶梯及升降机产量 -37.1% -40.7% 2022-04 

专用设备_能源及重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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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石油钻机数量 0.7% 11.4% 2022-04 

制造业 PMI -2.1% -3.7% 2022-04 

专用设备_农用机械 

农用机械用内燃机销量 63.2% 1.4% 2022-02 

大中拖拉机产量 -12.4% -20.3% 2022-04 

中型拖拉机产量 -16.3% -23.2% 2022-04 

专用设备_纺织服装设备 

缝纫机针 出口价格 -0.5% 14.2% 2022-03 

专用设备_其他专用设备 

注塑机 出口数量 -31.0% -44.8% 2022-04 

注塑机 出口平均单价 36.4% 51.2% 2022-04 

色选机 出口数量 -25.5% -20.2% 2022-04 

色选机 出口平均单价 -0.7% -4.7% 2022-04 

氮气_价格 18.4% -22.9% 2022-04 

氩气_价格 -27.4% -41.0% 2022-04 

氧气_价格 -10.3% -46.2% 2022-04 

通用设备_机床工具 

金属切削机床 产量 无基期值 -3.4% 2022-03 

金属成形机床 产量 无基期值 9.1% 2022-03 

数控金属成形机床 产量 6.1% 4.9% 2021-12 

机床数控装置 产量 32.3% -7.8% 2021-12 

数控金属切削机床 产量 无基期值 无基期值 2021-11 

机床出口 均价 0.2% 18.3% 2022-03 

通用设备_其他通用设备 

价_泵 0.5% -0.6% 2022-03 

价_阀 0.7% 3.6% 2022-03 

存货 金属密封件制造 5.5% 19.4% 2021-12 

产量 金属密封件 -3.0% 682.0% 2021-12 

产量 鼓风机 3.6% -12.6% 2021-12 

产量 风机 无基期值 无基期值 2021-11 

价格指数 鼓风机 0.7% 2.4% 2022-03 

价格指数 风机配件 0.7% -0.7% 2022-03 

通用设备_磨具磨料 

价格指数 磨具及磨料 0.0% 8.4% 2022-04 

通用设备_金属制品 

产量 金属集装箱 -20.6% -28.7% 2022-04 

产量 滚动轴承 无基期值 无基期值 2021-12 

出口数量 不锈法兰 -1.1% -24.0% 2022-04 

出口平均单价 其他钢铁制法兰 4.2% 41.7% 2022-04 

产量 减速机 无基期值 无基期值 2021-12 

通用设备_制冷空调设备 

量_冷柜产量 -30.2% -44.0% 2022-04 

量_空调压缩机出口 -9.6% 4.9% 2022-04 

量_冰箱压缩机销量 -5.0% -6.3% 2021-10 

量_压缩机出口 -9.3% -5.4% 2022-04 

量_旋转压缩机销量 0.0% -2.9% 2021-10 

通用设备_仪器仪表 

价格指数 仪器仪表 0.0% -0.7% 2022-03 

产量 电工仪器仪表:当月值 无基期值 5.5% 2022-03 

仪器仪表制造业 产成品存货 -4.0% 18.6% 2021-12 

工程机械 



                                                                       策略专题 
 

 
 

                                                       32 / 49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挖掘机_主要企业销量 -33.8% -47.3% 2022-04 

挖掘机_主要企业出口数量 -19.3% 55.4% 2022-04 

起重机_主要企业销量 -43.7% -67.8% 2022-04 

叉车_全行业销量 -28.2% -21.6% 2022-04 

推土机_主要企业销量 -27.5% -32.5% 2022-04 

装载机_主要企业销量 -27.2% -40.0% 2022-04 

庞源指数点值 -5.6% -23.8% 2022-04 

庞源指数吨米利用率 86.9% -16.1% 2022-03 

自动化设备 

工业机器人产量 -26.6% 7.8% 2022-04 

轨道交通 

产量 铁路机车 -50.0% -23.9% 2022-04 

产量 动车组 -38.8% -32.9% 2022-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2.3. 电子 

2022 年 4 月，消费电子方面，舜宇光学月度出货数据环比均上升，手机镜头

出货量环比上行 6.2%，模组出货量增加 6.3%，金属结构件环比上升 2.1%。半导

体方面，储存部分，DRAM 价格环比下降 5.9%、NAND 价格环比上升 1.8%，南

科月度营收较上月下跌 2.1%。货期方面，功率英飞凌高压 Mosfet 货期较上月上

行 33%，低压 Mosfet 货期较上月上升 24.5%。光学光电子方面，5 月 LCD 面板

价格全面维持下行，电视面板、显示器面板、平板电脑面板价格分别环比下降 6.0%、

3.9%、6.9%。手机面板价格环比上月持平。元件方面，印刷电路板价格环比上升

1.5%，同比涨幅 8.3%。 

 

表 10：电子月度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领域环比 领域同比 

消费电子 手机光学件 分化，多上行 内部分化 

半导体 存储 内部分化 内部分化 

光学光电子 无细分品种 下行 下行 

元件 印刷电路板 上行 分化，多上行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消费电子 

手机_国内手机出货量 -15.8% -34.2% 2022-04 

手机_5G 手机出货占比 5.3% 2.7% 2022-04 

苹果_鹏鼎控股月度营收 -26.6% 3.2% 2022-04 

苹果_环旭电子月度营收 -15.7% 10.5% 2022-04 

光学_舜宇手机镜头月度出货量 6.2% 3.4% 2022-04 

光学_舜宇手机模组月度出货量 6.3% -19.3% 2022-04 

光学_大立光月度营收 44.0% -6.3% 2022-03 

金属结构件_价格 2.1% 17.0% 2022-04 

无线耳机/耳塞 出口数量 84.2% 30.3% 2022-04 

无线耳机/耳塞 出口单价 -22.1% -2.1% 2022-04 

半导体 

量_中芯国际 8 英寸晶圆出货量 0.2% 21.7% 2021-12 

量_台湾 8 寸晶圆代工产量 -5.5% 7.5% 20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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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_国内集成电路产量 -9.0% -9.5% 2022-04 

存储_DRAM 价格 -5.9% -22.1% 2022-04 

存储_NAND 价格 1.8% 42.8% 2022-04 

存储_南科月度营收 -2.1% -10.8% 2022-04 

功率_英飞凌 IGBT 货期 0.0% -1.1% 2022Q2 

功率_英飞凌高压 Mosfet 货期 33.0% 77.3% 2022Q2 

功率_英飞凌低压 Mosfet 货期 24.5% 27.2% 2022Q2 

模拟_英飞凌电源管理货期 -1.0% 0.0% 2022Q2 

模拟_ST 电源管理货期 0.0% 0.0% 2022Q2 

光学光电子 

产量 光电子器件 -5.9% -1.2% 2022-04 

台湾 WPI 光电材料件 1.8% -1.2% 2022-04 

LCD_电视面板价格 -6.0% -54.0% 2022-05 

LCD_显示器面板价格 -3.9% -26.7% 2022-05 

LCD_平板电脑面板价格 -6.9% -34.1% 2022-05 

LCD_手机面板价格 0.0% -21.4% 2022-05 

LCD_群创月度营收 9.0% -22.8% 2022-03 

LCD_友达月度营收 9.3% -8.7% 2022-03 

LED_晶电月度营收 6.5% 38.0% 2022-03 

LED_价格指数 -0.5% 5.5% 2022-03 

元件 

印刷电路板_价格 1.5% 8.3% 2022-04 

CCL_台股月度产值 22.7% 7.5% 2022-03 

PCB_台股月度产值 21.1% 25.4% 2022-03 

FPC_臻鼎月度营收 36.0% 45.5% 2022-03 

PCB_欣兴电子月度营收 11.8% 37.6% 2022-03 

被动元件_价格 1.1% 2.1% 2022-04 

MLCC_国巨月度营收 14.9% 21.8% 2022-03 

MLCC_华新科月度营收 23.6% -6.9% 2022-03 

电感_奇力新月度营收 0.0% -18.9% 2021-11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2.4. 通信 

2022 年 4 月，通信服务方面，电信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2.4%，增值电信业务

经营许可企业数同比减少 44.5%。通信设备方面，基站设备产量环比上升 40.7%，

光缆产量环比下降 13.9%，电线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 PPI 同比增长 10.9%。

未录制智能卡出口数量环比下降 4.9%，同比下降 7.9%。 

 

表 11：通信月度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领域环比 领域同比 

通信服务 无最佳品种 下行 下行 

通信设备 基站设备 分化，多上行 上行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通信服务 

联通移动出账用户数 0.4% 3.9% 2022-01 

电信营业收入 无基期值 -2.4% 2022-04 

移动电话用户数 累计同比 3.5% 2022-04 

移动电话通话时长 26.3% 0.6% 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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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企业数 -25.5% -44.5% 2022-04 

通信设备 

基站设备_产量 40.7% 69.7% 2022-04 

光缆 产量 -13.9% 5.4% 2022-04 

电线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 

PPI 
当月同比 10.9% 2022-04 

未录制智能卡 出口数量 -4.9% -7.9% 2022-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2.5. 国防军工 

2022 年 4 月，航海装备方面，中国新接船舶订单量环比减少 70.7%，同比减

少 21.0%。 

 

表 12：国防军工月度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领域环比 领域同比 

航海装备 无最佳品种 下行 下行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航海装备Ⅱ 

中国新接船舶订单量 -70.7% -21.0% 2022-04 

全球新承接造船订单量 154.6% -40.6% 2022-03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3. 下游消费 

2022 年 4 月，农林牧渔行业，总体环比景气度下行，渔业、饲料业环比景气

度下行，养殖业环比景气度上行，种植业及农产品加工业环比景气度分化；食品

饮料行业，饮料乳品环比景气度分化上行，白酒、非白酒、休闲食品、调味发酵品

环比景气度均下行；医药生物行业，医药商业环比景气度下行，中药环比景气度

上行，化学制药环比景气度分化；纺织服装行业，服装家纺、饰品环比景气度分

化，纺织制造环比景气度下行；轻工制造行业，造纸环比景气度分化上行，包装

印刷环比景气度分化，家居用品环比景气度下行；家用电器行业，总体环比景气

度下行，白色家电与照明设备环比景气度下行，黑色家电与厨卫电器景气度环比

上行，家电零部件环比景气度分化；汽车行业，整体、乘用车、商用车环比景气度

下行，摩托车及其他、汽车零部件环比景气度内部分化；传媒行业，游戏板块环

比景气度下行，影视院线与出版环比景气度分化；休闲服务行业，酒店餐饮环比

景气度下行，旅游及景区环比景气度分化；美容护理行业，个护用品同比景气度

下行，化妆品同比景气度下行。 

 

3.3.1. 农林牧渔 

2022 年 4 月，整体来看，农产品批发 200 指数较上月小幅下降 0.1%。种

植业方面，玉米价格环比上涨 0.8%，天然橡胶价格环比下跌 2.0%，稻米价格环

比持平。渔业方面，各品种价格全面下跌，鲫鱼、鲤鱼、白鲢鱼、大带鱼价格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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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分别下降 4.4%、7.1%、7.6%、7.2%。饲料方面，生猪与肉鸡饲料价格与上

月相比下降 2.0%、1.5%。养殖业方面，肉鸡苗价格环比上升 141.5%，外三元

生猪和白羽肉鸡价格环比上升 10.2%和 14.8%。农产品加工方面，除淀粉与色氨

酸环比小幅下跌 1.1%、0.2%，食用油、乙醇和食糖等各项产品价格均环比上

升。 

 

表 13：农林牧渔月底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环比景气度 同比景气度 

总体 无最佳品种 下行 上行 

种植业 玉米 内部分化 下行 

渔业 无最佳品种 下行 下行 

林业 无最佳品种 未更新 未更新 

饲料 无最佳品种 下行 分化，多上行 

养殖业 肉鸡苗 上行 下行 

农产品加工 乙醇 分化，多上行 内部分化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总体 

农产品批发 200 指数 -0.1% 9.2% 2022-04 

种植业 

玉米_价格 0.8% -1.3% 2022-04 

稻米_价格 0.0% -7.0% 2022-04 

天然橡胶_价格 -2.0% -4.3% 2022-04 

渔业 

鲫鱼_价格 -4.4% -3.1% 2022-04 

鲤鱼_价格 -7.1% -10.6% 2022-04 

白鲢鱼_价格 -7.6% -3.7% 2022-04 

大带鱼_价格 -7.2% -2.4% 2022-04 

林业 

中密度纤维板_上海价格 0.2% -0.5% 2021-12 

中密度纤维板_西南价格 2.7% 7.5% 2021-12 

饲料 

生猪饲料_价格 -2.0% 11.5% 2022-04 

肉鸡饲料_价格 -1.5% 8.3% 2022-04 

饲料_产量 -8.0% -9.8% 2022-04 

养殖业 

能繁母猪存栏_供给 -1.9% -3.1% 2022-03 

生猪屠宰量_需求 65.2% 71.7% 2022-03 

生猪存栏_库存 -1.9% -3.1% 2022-03 

外三元生猪_价格 10.2% -42.0% 2022-04 

猪粮比价_成本 7.0% -45.0% 2022-04 

肉鸡苗_价格 141.5% -53.2% 2022-04 

白羽肉鸡_价格 14.8% 2.7% 2022-04 

农产品加工 

食用油_价格 0.5% 3.5% 2022-04 

食糖_价格 0.1% 9.2% 2022-04 

食糖_供需 13.7% 0.9% 2022-04 

食糖_库存 16.5% -12.8% 2022-03 

淀粉_价格 -1.1% -3.2% 2022-04 

乙醇_价格 6.3% 9.0% 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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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氨酸_价格 2.9% 13.2% 2022-04 

苏氨酸_价格 4.3% -11.3% 2022-04 

色氨酸_价格 -0.2% -21.5% 2022-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3.2. 食品饮料 

2022 年 4 月，白酒方面，水井坊零售价环比下降 2.5%，泸州老窖环比下行

0.2%。非白酒方面，啤酒价格环比下降 0.7%，产量方面环比下行 9.2%。饮料乳

品方面，饮料制造 PPI 环比上升 0.3%，生鲜乳价格环比下行 20.3%，国产婴幼儿

奶粉零售价环比涨幅 24.8%，进口婴幼儿奶粉零售价环比上行 25.1%。 休闲食品

方面，线上销售额环比下跌 11.3%，线上销售均价环比下行 0.8%。调味发酵品方

面，调味品、发酵制品价格同比上升 7.2%，环比下跌 1.1%。 

 

表 14：食品饮料月底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环比景气度 同比景气度 

白酒 无最佳品种 下行 上行 

非白酒 无最佳品种 下行 下行 

饮料乳品 进口婴幼儿奶粉 分化，多上行 上行 

休闲食品 无最佳品种 下行 量价分化 

调味发酵品 无最佳品种 下行 上行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白酒 

五粮液_零售价 0.0% 0.0% 2022-03 

泸州老窖_零售价 -0.2% 12.8% 2022-04 

水井坊_零售价 -2.5% 11.2% 2022-04 

山西汾酒_零售价 0.0% 4.2% 2022-01 

非白酒 

啤酒_产量 -9.2% -17.7% 2022-04 

啤酒_价格 -0.7% 0.0% 2022-04 

饮料乳品 

饮料类_零售额 -6.4% 6.4% 2022-04 

饮料制造_价格 0.3% 1.5% 2022-04 

生鲜乳平均价 -20.3% 30.8% 2022-04 

国产婴幼儿奶粉零售价 24.8% 2.9% 2022-04 

进口婴幼儿奶粉零售价 25.1% 3.7% 2022-04 

休闲食品 

线上销售额 -11.3% -14.2% 2022-04 

线上销售均价 -0.8% 3.0% 2022-04 

调味发酵品 

调味品、发酵制品价格 -1.1% 7.2% 2022-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3.3. 医药生物 

2022 年 4 月，医药制造业营收环比增长 32.5%，成本端上行 33.0%，利润端

环比上行 34.8%。化学制药方面，化学药品原药产量环比上行 36.9%，维生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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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除维生素 B1 与维生素 E 价格环比分别上行 1.1%、0.3%外，其余种类全面下

跌。中药方面，中药材价格较上月上涨 3.2%，同比增长 24.7%。医疗器械方面，

医疗器械 PPI 同比继续下跌 1.1%。医疗商业方面，药品零售额环比下降 8.5%，

同比上升 8.1%。 

 

表 15：医药生物月底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环比景气度 同比景气度 

化学制药 维生素 B1 内部分化 内部分化 

中药 无细分品种 上行 上行 

医疗器械 无细分品种 未更新 下行 

医药商业 无细分品种 下行 上行 

医疗服务 无细分品种 未更新 未更新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医药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营收 32.5% 4.7% 2022-04 

医药制造业成本 33.0% 10.7% 2022-04 

医药制造业利润 34.8% -10.8% 2022-04 

化学制药 

化学药品原药_产量 36.9% 10.8% 2022-04 

维生素 A_价格 -4.5% -39.5% 2022-04 

维生素 B1_价格 1.1% -17.6% 2022-04 

维生素 D3_价格 -3.0% -38.7% 2022-04 

维生素 E_价格 0.3% 16.1% 2022-04 

肝素_出口数量 累计同比 19.4% 2022-03 

肝素_出口金额 累计同比 16.7% 2022-03 

中药 

中成药_产量 -14.0% -5.1% 2022-04 

中药材_价格 3.2% 24.7% 2022-04 

医疗器械 

医疗器械_价格 当月同比 -1.1% 2022-04 

医疗器械_供给 当月同比 10.5% 2022-03 

医疗商业 

药品_零售额 -8.5% 8.1% 2022-04 

医疗服务 

医疗保健_创投金额 -66.0% -4.1% 2022-01 

医疗保健_创投事件数量 -35.7% -12.9% 2022-01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3.4. 纺织服装 

2022 年 4 月，服装家纺方面，纺织服装零售额同比下降 23.2%，柯桥衣服总

类价格环比下降 0.2%，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金额环比上涨 10.8%，同比上升 1.9%。

纺织制造方面，PPI 较上月小幅上行 0.2%，布和纱价格环比下降 0.5%和 1.8%。

饰品方面，价端黄金价格环比上涨 0.1%。  

 

表 16：纺织服装月底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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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环比景气度 同比景气度 

服装家纺 无最佳品种 内部分化 内部分化 

纺织制造 无最佳品种 下行 内部分化 

饰品 黄金 内部分化 内部分化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服装家纺 

纺织服装_零售额 -17.6% -23.2% 2022-04 

柯桥纺织_总类价格 -0.2% 0.5% 2022-04 

服装及衣着附件_出口金额 10.8% 1.9% 2022-04 

纺织制造 

纺织业_PPI 0.2% 6.0% 2022-04 

布_产量 累计同比 2.0% 2022-04 

布_销量 累计同比 2.9% 2022-02 

布_库存 0.2% 当月环比 2022-02 

布_价格 -0.5% -1.4% 2022-04 

纱_产量 累计同比 -1.6% 2022-04 

纱_销量 累计同比 0.6% 2022-02 

纱_库存 0.1% 当月环比 2022-02 

纱_价格 -1.8% 25.1% 2022-04 

饰品 

金银珠宝_零售额 -22.5% -28.7% 2022-04 

黄金_价格 0.1% 8.1% 2022-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3.5. 轻工制造 

2022 年 4 月，造纸方面，包装纸部分废纸价格环比上升 2.1%，包装纸箱板

纸价格环比上行 2.5%，白板纸价格环比下降 20.4%，文化纸纸浆价格除内盘漂阔

浆外，其他种类均环比上行，文化纸原纸部分铜版纸环比上行且双胶纸环比持平，

白卡纸价格指数环比上行 0.1%。包装印刷方面，易拉罐及罐体出口量环比下降

6.0%，软管出口量环比上行 3.2%。家居用品方面，国内方面建材家具卖场销售额

环比下降 5.8%。 

 

表 17：轻工制造月底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领域环比 领域同比 

造纸 文化纸 分化，多上行 内部分化 

包装印刷 无最佳品种 内部分化 内部分化 

家居用品 无最佳品种 下行 内部分化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造纸 

包装纸_废纸_国废价格 2.1% 3.6% 2022-04 

包装纸_原纸_箱板纸价格 2.5% 5.0% 2022-04 

包装纸_原纸_瓦楞纸价格 -5.1% 20.0% 2021-12 

包装纸_原纸_白板纸价格 -20.4% -12.4% 2022-04 

文化纸_纸浆_针叶浆价格 14.2% 1.5% 2022-04 

文化纸_纸浆_阔叶浆价格 14.2% 1.1% 2022-04 

文化纸_纸浆_纸浆进口量 7.5% -6.1% 2022-04 

文化纸_纸浆_内盘漂针浆价格 0.3% -1.4% 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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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纸_纸浆_内盘漂阔浆价格 -1.2% 12.8% 2022-04 

文化纸_原纸_双胶纸价格 0.0% -3.8% 2022-04 

文化纸_原纸_铜版纸价格 3.4% -21.1% 2022-04 

白卡纸_价格指数 0.1% -21.1% 2022-04 

白卡纸_价格_山东博汇 4.4% -35.6% 2022-04 

包装印刷 

易拉罐及罐体 出口量 -6.0% -54.4% 2022-04 

软管 出口量 3.2% 2.8% 2022-04 

家居用品 

内需_家具类零售额 -11.7% -12.2% 2022-04 

内需_建材家具卖场销售额 -5.8% 15.7% 2022-04 

出口_家具及其零件出口金额 -9.5% -9.0% 2022-04 

出口_美国成屋销售 -2.4% 当月环比 2022-04 

出口_美国新屋销售 -8.6% 当月环比 2022-03 

景气指数 电子电工 插座 无基期值 无基期值 2022-03 

价格指数 电子电工 插座 -0.2% -1.6% 2022-03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3.6. 家用电器 

2022 年 4 月，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线上零售额环比下降 21%。白色电器

方面，空调、洗衣机和冰箱出口环比均分别下行 16.6%、15.5%、0.7%。黑色家

电方面，液晶电视出口环比上行 8.1%。厨卫电器方面，抽油烟机价格环比上升

0.4%。照明设备方面，灯具价格指数较上月环比持平。家电零部件方面，泵、阀

门、压缩机价格同比上涨 2.4%。 

 

表 18：家用电器月底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领域环比 领域同比 

整体 无最佳品种 下行 下行 

白色电器 无最佳品种 下行 下行 

黑色家电 无最佳品种 上行 内部分化 

厨卫电器 抽油烟机 上行 下行 

照明设备 无最佳品种 下行 下行 

家电零部件 无最佳品种 内部分化 内部分化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总体 

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零售额 -21.0% -8.1% 2022-04 

白色电器 

空调 产量 -10.7% -5.9% 2022-04 

空调_内销 -11.5% 4.7% 2021-10 

空调_出口 -16.6% -12.9% 2022-04 

空调_库存 6.1% 9.5% 2021-10 

洗衣机_内销 4.6% 8.1% 2021-10 

洗衣机_出口 -15.5% -28.3% 2022-04 

洗衣机_库存 -0.4% 15.2% 2021-10 

冰箱_内销 0.2% -4.6% 2021-10 

冰箱_出口 -0.7% -10.6% 2022-04 

黑色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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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电视_内销 4.7% -8.4% 2021-10 

液晶电视_出口 8.1% 17.3% 2022-04 

厨卫电器 

价_抽油烟机 0.4% -4.3% 2022-04 

销量_抽油烟机 3.9% 9.7% 2021-10 

产量_抽油烟机 3.5% 11.3% 2021-10 

内销量_集成灶 13.0% 18.6% 2021-10 

照明设备 

价格指数_灯具 0.0% -4.3% 2022-04 

出口金额_LED灯泡(管) 无基期值 -100.0% 2022-04 

家电零部件 

内销量_冰箱压缩机 -3.8% -7.9% 2021-10 

出口数量_冰箱压缩机 -7.3% -2.8% 2021-10 

出口数量_空调器压缩机- -9.6% 4.9% 2022-04 

价_泵、阀门、压缩机 当月同比 2.4% 2022-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3.7. 汽车 

2022 年 4 月，整体来看，国内汽车销量总计环比下降 47.1%，其中乘用车、

商用车销量下跌分别为 48.2%、41.6%。乘用车方面，各车型及品牌产销环比均

有下降。商用车方面，各车型及品类产销环比也均为下降。汽车零部件方面，轮

胎开工率下跌，价格指数环比上升为 3.2%。其他交运设备方面，内燃机摩托车出

口量环比上升 1.2%，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环比下降 6.6%。 

 

表 19：汽车月底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领域环比 领域同比 

整体 无最佳品种 下行 下行 

乘用车 无最佳品种 下行 分化，多下行 

商用车 无最佳品种 下行 分化，多下行 

汽车零部件 无最佳品种 内部分化 内部分化 

摩托车及其他 无最佳品种 内部分化 下行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总体 

国内汽车销量总计 -47.1% -47.6% 2022-04 

国内乘用车销量 -48.2% -43.4% 2022-04 

国内商用车销量 -41.6% -60.6% 2022-04 

乘用车 

SUV 产量 -46.7% -43.9% 2022-04 

SUV 销量 -49.0% -45.5% 2022-04 

CAR 产量 -48.0% -38.5% 2022-04 

CAR 销量 -47.1% -39.1% 2022-04 

MPV 产量 -37.2% -42.1% 2022-04 

MPV 销量 -45.9% -54.6% 2022-04 

中国_新能源乘用车销量 -39.3% 45.3% 2022-04 

蔚来汽车销量 -55.4% -38.3% 2022-04 

小鹏汽车销量 -5.9% -19.9% 2022-04 

威马汽车销量 -49.1% -72.2% 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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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汽车销量 -26.7% 119.5% 2022-04 

商用车 

客车 销量 -33.2% -46.6% 2022-04 

客车 产量 -30.2% -48.6% 2022-04 

重卡 产量 -41.6% -78.3% 2022-04 

重卡 销量 -35.3% -78.8% 2022-04 

轻卡 产量 -30.5% -54.3% 2022-04 

轻卡 销量 -25.9% -54.3% 2022-04 

中国_新能源商用车销量 -21.4% 40.1% 2022-04 

汽车零部件 

轮胎_橡胶轮胎外胎产量 -20.4% -22.1% 2022-04 

轮胎_全钢胎开工率 -2.4% -21.2% 2022-04 

轮胎_半钢胎开工率 -2.5% -5.5% 2022-04 

轮胎_经销商价格指数 3.2% 4.8% 2022-04 

变速器 价格指数 -0.4% 7.2% 2022-03 

压缩机 出口数量 -9.3% -5.4% 2022-04 

出口_汽车轮胎 当月同比 -4.7% 2022-03 

出口_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制造 5.3% 26.3% 2021-12 

出口_汽车车身、挂车制造 -6.8% 0.3% 2021-12 

出口金额_汽车零件 25.8% 7.1% 2022-03 

出口数量_车用发动机 5.3% -41.2% 2022-03 

其他交运设备 

二手摩托车 交易量 2.3% -39.8% 2022-03 

内燃机摩托车 出口数量 1.2% -9.9% 2022-04 

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 出口数量 -6.6% -36.0% 2022-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3.8. 传媒 

2022 年 4 月，游戏方面，手游版号恢复审批，游戏版号审批 45 个。影视院

线方面，电影票房环比下降 38.0%，同比下降 77.3%，电视剧制作备案公示集数

环比上升 31.1%，同比下降 3.4%。出版方面，书籍/杂志/报纸销售均价环比上升

8.1%，同比上行 45.9%，销售量环比下降 18.7%，同比上涨 761.3%。 

 

表 20：传媒月底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领域环比 领域同比 

游戏 无细分品种 下行 下行 

影视院线 无细分品种 内部分化 下行 

广告营销 无细分品种 未更新 未更新 

出版 无细分品种 内部分化 上行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游戏 

审批手游版号数量 无基期值 -47.7% 2022-04 

手游买量投放素材数 -3.8% 60.9% 2022-03 

中国移动游戏销售收入 20.2% 17.8% 2022-01 

影视院线 

电影票房 -38.0% -77.3% 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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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制作备案公示集数 31.1% -3.4% 2022-04 

广告营销 

电梯电视刊例花费变化 当月同比 2.8% 2022-02 

出版 

销售均价 书籍/杂志/报纸 8.1% 45.9% 2022-04 

销售量 书籍/杂志/报纸 -18.7% 761.3% 2022-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3.9. 休闲服务 

2022 年 4 月，酒店餐饮方面，餐饮业收入环比下降 10.3%，酒店 0cc 环比下

降 14.9% ，ADR 方面环比上行 1.1%，RevPAR 环比下行 13.9%。景点方面，国

内确诊环比上升 57.5%，全球确诊环比下降 50.7%。 

 

表 21：休闲服务月底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领域环比 领域同比 

酒店餐饮 无最佳品种 下行 下行 

旅游及景区 无细分品种 内部分化 内部分化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酒店餐饮 

餐饮业收入 -10.3% -20.2% 2022-04 

Occ -14.9% -37.8% 2022-04 

ADR 1.1% -13.8% 2022-04 

RevPAR -13.9% -46.4% 2022-04 

景点 

国内确诊 57.5% 14323.8% 2022-04 

全球确诊 -50.7% 9.4% 2022-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3.10. 美容护理 

2022 年 4 月，个护用品方面，日用品社零同比下跌 18.1%，领域同比景气度

下行 9.1%。化妆品方面，化妆品社零环比下降 38.0%，领域环比景气度下行。 

 

表 22：美容护理月底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领域环比 领域同比 

个护用品 无细分品种 下行 下行 

化妆品 无细分品种 下行 下行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个护用品 

日用品社零 -18.1% -9.1% 2022-04 

化妆品 

化妆品社零 -38.0% -21.5% 2022-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策略专题 
 

 
 

                                                       43 / 49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3.4. 金融房建 

2022 年 4 月，非银金融行业，券商环比景气度下行，保险环比景气度下行；

银行业方面，环比景气度下行；房地产行业，环比景气度下行；建筑装饰行业，

基础设施环比景气度内部分化，专业工程与房屋建设环比景气度上升。 

 

3.4.1. 非银金融 

2022 年 4 月，券商方面，上证指数平均点位环比下跌 4.6%，两融余额与投

行债券融资数据暂未更新。保险方面，中国十年国债到期收益率环比下降 0.9BP。 

 

表 23：非银金融月底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领域环比 领域同比 

券商 无细分品种 下行 下行 

保险 无最佳品种 下行 下行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券商 

整体_大势走向 -4.6% -9.2% 2022-04 

经纪_股票月度成交额 55.2% 25.7% 2022-03 

经纪_基金月度成交额 9.9% 7863.6% 2022-03 

两融_融资融券余额 -3.1% 1.1% 2022-03 

投行_股票融资 101.4% -17.9% 2022-03 

投行_债券融资 34.2% -4.1% 2022-03 

保险 

整体_中债国债到期收益率:10 年

（BP） 
-0.9  -40.1  2022-04 

财险_财险总保费 累计同比 -4.8% 2022-03 

寿险_中国人寿保费 累计同比 -2.7% 2022-04 

寿险_平安人寿保费 累计同比 -2.4% 2022-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4.2. 银行 

2022 年 4 月，银行方面，新增贷款环比下降 79.4%，同比下行 56.1%，新增

存款环比下降 98.0%，同比上升 112.5%，息差层面, Shibor 环比下降 6.68 个 BP，

LPR 同比下降 15.0 个 BP。 

 

表 24：银行月底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领域环比 领域同比 

银行 无细分品种 下行 下行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银行 

规模_贷款需求指数 4.6% -5.2% 2022-03 



                                                                       策略专题 
 

 
 

                                                       44 / 49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规模_贷款新增 -79.4% -56.1% 2022-04 

规模_存款新增 -98.0% 112.5% 2022-04 

规模_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 0.8% 8.8% 2022-02 

息差_商业银行净息差（BP） 1.20  -2.30  2021-12 

息差_Shibor（BP） -6.68  -27.00  2022-04 

息差_LPR（BP） 0.00  -15.00  2022-04 

资产质量_工业企业亏损面 0.3% 3.0% 2022-03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4.3. 房地产 

2022 年 4 月，房地产开发方面，百城土地成交溢价率环比下降 1.8%，百城

住宅价格指数环比持平，同比上升 1.5%。房地产投资额累计同比下降 2.7%，销

售面积同比下降20.9%, 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6.3%，竣工面积同比下降11.9%，

购置土地面积同比下降 46.5%，同比景气度下行。 

 

表 25：房地产月底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领域环比 领域同比 

房地产开发 无细分品种 下行 下行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投资累计完成额 累计同比 -2.7% 2022-04 

购置土地累计面积 累计同比 -46.5% 2022-04 

房屋新开工累计面积 累计同比 -26.3% 2022-04 

房屋竣工累计面积 累计同比 -11.9% 2022-04 

商品房销售面积 累计同比 -20.9% 2022-04 

100 大中城市土地成交溢价率 -1.8% -24.2% 2022-04 

百城住宅价格指数 0.0% 1.5% 2022-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4.4. 建筑装饰 

2022 年 4 月，基础建设方面，政府债券社会融资规模环比下降 44.7%，基础

设施和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分别同比增长 8.3%和 12.2%。专业工程方面，

中国中冶和中国化学累计新签合同金额环比增长 27.1%和 19.4%，装配式建筑领

域塔吊吨米和台数环比分别上升 1.8%、2.4%。房屋建设方面，中国建筑累计新签

合同金额环比上升 25.2%，同比上升 19.5%。 

 

表 26：建筑装饰月底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表现最佳品种 领域环比 领域同比 

基础设施 无最佳品种 内部分化 内部分化 

专业工程 无最佳品种 上行 上行 

房屋建设 无最佳品种 上行 上行 

装修装饰 无最佳品种 未更新 未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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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基础建设 

社融_政府债券 -44.7% 4.6% 2022-04 

社融_地方政府专项债 -75.3% -49.5% 2022-04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_基础设施投资 累计同比 8.3% 2022-04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_房地产 累计同比 -1.9% 2022-04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_制造业 累计同比 12.2% 2022-04 

中国铁建_累计新签合同 -83.5% 1.5% 2022-03 

中国中铁_累计新签合同 -77.8% 84.0% 2022-03 

中国交建_累计新签合同 -66.0% 4.9% 2022-03 

中国电建_累计新签合同 76.9% 12.2% 2022-04 

累计交通固定资产投资_山东 累计同比 18.0% 2022-04 

累计交通固定资产投资_西部 累计同比 -100.0% 2022-03 

专业工程 

中国中冶_累计新签合同 27.1% 12.2% 2022-04 

中国化学_累计新签合同 19.4% 76.5% 2022-04 

装配式建筑_塔吊吨米 1.8% -1.0% 2022-04 

装配式建筑_塔吊台数 2.4% 0.6% 2022-04 

房屋建设 

中国建筑_累计新签合同 25.2% 19.5% 2022-04 

装修装饰 

当季新签订单金额_金螳螂 25.2% -16.9% 2022-03 

当季新签订单金额_亚厦股份 -30.9% -31.6% 2022-03 

当季新签订单金额_广田集团 -55.6% -72.9% 2022-03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5. 支持服务 

2022 年 4 月，公用事业行业，电力环比景气度下行，燃气环比景气度上行；

环保行业，环境治理环比景气度上行；交通运输行业，整体环比景气度下行，航

空机场环比景气度上行，公路铁路与港口航运环比景气度下行，物流环比景气度

均分化；商业贸易行业，一般零售同比景气度下行，互联网电商和贸易同比景气

度上行；计算机行业，IT 服务和软件开发同比景气度均下行。 

 

3.5.1. 公用事业 

2022 年 4 月，电力方面，需求端，全社会用电量环比下降 8.4% ，第二产业

用电量环比下降 6.7%，同比上升 0.4%，供给端，水电发电量占比环比上升 3.1%，

同比上升 2.6%。燃气方面，LNG 天然气价格环比下行 2.6%，同比上升 129%，

国内天然气产量同比上升 6.8%。 

 

表 27：公用事业月底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环比景气度 同比景气度 

电力 下行 内部分化 

燃气 上行 上行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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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_全社会用电量 -8.4% 0.0% 2022-04 

需求_第二产业用电量 -6.7% 0.4% 2022-04 

供给_发电量 -9.2% -2.3% 2022-04 

供给_水电占比 3.1% 2.6% 2022-04 

供给_火电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27.1% -3.3% 2022-04 

燃气 

需求_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253.8% 1.4% 2022-03 

供给_国内天然气产量 52.9% 6.8% 2022-04 

供给_进口天然气数量 40.5% -5.8% 2022-03 

价格_LNG 天然气价格 -2.6% 129.0% 2022-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5.2. 环保 

2022 年 4 月，环境治理方面，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PPP 投资额环比上升

0.3%，市政工程 PPP 投资额环比上行 0.3%。 

 

表 28：环保月底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环比景气度 同比景气度 

环境治理 上行 上行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环保工程及服务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PPP 投资额 0.3% 3.5% 2022-04 

市政工程 PPP 投资额 0.3% 2.7% 2022-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5.3. 交通运输 

 2022 年 4 月，整体来看，CTSI 指数环比下降 12.7%，同比下降 24.9%。航

空机场方面，北上广深总起降架次环比上升 19.4%，北上广深总旅客吞吐环比上

升 10.3%。港口航运方面，干散货运价与集运运价环比均下降，港口集装箱吞吐

量环比下降 0.5%。公路铁路方面，公路客运量环比下降 14.0%，公路货运量环比

下行 5.7%。物流方面，物流新订单 LPI 数据环比下降 5.0%，快递部分价格提升

但量端与集中度环比有所下降。 

 

表 29：交通运输月底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环比景气度 同比景气度 

整体 下行 下行 

航空机场 上行 下行 

港口航运 下行 内部分化 

铁路公路 下行 下行 

物流 内部分化 内部分化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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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SI 指数（总运量） -12.7% -24.9% 2022-04 

航空机场 

民航_运力供给 ASK 当月同比 -50.6% 2022-03 

民航_旅客周转量 RPK 当月同比 -59.1% 2022-03 

民航_客运量 -50.9% -68.0% 2022-03 

民航_客座率 -5.5% -20.7% 2022-04 

机场_北上广深总起降架次 19.4% -28.2% 2022-04 

机场_北上广深总旅客吞吐 10.3% -44.9% 2022-04 

港口航运 

航运_干散货_BDI -9.9% -10.3% 2022-04 

航运_干散货_BCI -20.4% -53.0% 2022-04 

航运_油轮_VLCC 2.4% 31.3% 2022-04 

航运_集运_美西线运价 -7.4% 79.0% 2022-04 

航运_集运_欧线运价 -5.9% 68.5% 2022-04 

港口_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 18.9% 0.2% 2022-03 

港口_规模以上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0.5% -0.2% 2022-04 

铁路公路 

公路_客运量 -14.0% -43.9% 2022-04 

公路_货运量 -5.7% -13.9% 2022-04 

铁路_客运量 -46.8% -58.4% 2022-03 

铁路_货运量 15.9% 8.2% 2022-03 

物流 

物流_业务总量 LPI -4.9% -13.5% 2022-04 

物流_新订单 LPI -5.0% -11.7% 2022-04 

物流_社会物流总额 62.2% 11.9% 2022-03 

快递_快递行业收入 -9.5% -10.1% 2022-04 

快递_快递业务量 -12.4% -12.0% 2022-04 

快递_快递平均单价 3.3% 2.1% 2022-04 

快递_行业集中度 -0.4% 4.1% 2022-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5.4. 商业贸易 

2022 年 4 月，整体方面，社会消费品商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1.1%。一般零

售方面，百家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同比下降 14.2%。互联网电商方面，网上商品

和服务零售额累计值同比增长 2.8%。贸易方面，当月出口额环比下降 0.9%，同

比增长 3.9%。 

 

表 30：商业贸易月底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环比景气度 同比景气度 

整体 下行 下行 

一般零售 未更新 下行 

互联网电商 上行 上行 

贸易 上行 上行 

旅游零售 未更新 未更新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整体 

社会消费品商品零售总额 -13.9% -11.1% 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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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信心指数 -6.1% -7.4% 2022-03 

一般零售 

百家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 累计同比 -14.2% 2022-04 

互联网电商 

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累计值 28.5% 2.8% 2022-04 

贸易 

出口金额当月值 -0.9% 3.9% 2022-04 

出口金额累计值 33.3% 12.5% 2022-04 

旅游零售 

免税销售额 -61.5% -49.6% 2022-03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3.5.5. 计算机 

2022 年 4 月，IT 服务方面，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累计同比下降达 14.5%。软件开

发方面，软件产品收入累计同比下降 13.0%。 

 

表 31：计算机月底景气跟踪（2022年 4月）  

细分领域 环比景气度 同比景气度 

IT服务 未更新 下行 

软件开发 未更新 下行 

高频数据 环比 同比 时间 

IT 服务 

信息技术服务 累计同比 -14.5% 2022-04 

软件开发 

软件产品 累计同比 -13.0% 2022-0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4. 风险提示 

高频数据对行业整体景气度解释力度有限；高频数据发布时间具有滞后性；
高频数据可能存在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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