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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汇丰月度宏观经济预测报告 

汛情和局部疫情对经济复苏带来短期冲击 

北京大学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摘要：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3.2%，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走出衰退。除

地产与基建投资受政策驱动而加速修复外，出口增速持续好于预期是经济复苏较

快的重要原因。7 月以来，国内局部疫情爆发、长江流域汛情以及中美关系进一

步恶化，对中国经济复苏进程带来短期冲击。汛情将在短期影响基建进度，并抬

升通胀压力；局部疫情爆发将进一步抑制原本疲弱的线下服务业消费；中美关系

进一步恶化，并且在美国大选前可能继续发生负面事件也是必须关注的风险点。 

 

表 1 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预测%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预测 实际 预测 实际 预测 实际 预测 比上期 预测 比上期 

工业 0 3.9 5.5 4.4 4.9 4.8 4.9 + 5.0 + 

投资 -12.5 -10.3 -8.7 -6.3 -3.3 -3.1 -2.0 + -1.0 + 

消费 -11 -7.5 -3 -2.8 -2.5 -1.8 -1.0 + -0.4 + 

进口 -15.6 -14.2 -13.9 -16.7 -7.5 2.7 -5.5 - -8.3 - 

出口 -7.3 3.5 -4.6 -3.3 5.3 0.5 -0.2 + 4.0 + 

CPI 3.7 3.3 2.6 2.4 2.3 2.5 2.9 + 2.4 - 

PPI -2.9 -3.1 -3.5 -3.7 -3.3 -3 -2.3 + -2.0 + 

数据来源：CEIC，北大汇丰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3.2%，上半年同比下行-1.6%，复苏进度快于此前

                                                       
 撰写人：梁润、喻奇。联系人：蔡荣（0755-26038161，cairong@phbs.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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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研究预期。从 6 月数据可以看到，基建投资正在现金流到位后加速开展、净

出口持续超预期、PPI 环比转正。但 7 月以来，局部疫情再度爆发，长江流域汛

情严重，叠加中美摩擦加剧，将对经济复苏带来短期冲击。7 月和 8 月经济数据

预测见表 1。 

1. 7 月工业增速预计继续小幅回升 

上半年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下降 1.3%，6 月当月同比已恢复至 4.8%，符合

我们上月月报预期。考虑到去年同期的高基数，6 月增加值数据显示工业生产在

总量上已恢复至正常水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二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

较往年水平有 2%左右差距，但从工业逐月恢复的态势看，至二季度末产能利用

率也已经回复正常。从结构上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在 6

月延续了较高增速，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与加工等行业有明显复苏。 

二季度工业企业利润恢复速度加快，6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665.5 亿元，同比增长 11.5%，增速较 5 月加快 5.5 个百分点。利润修复首先源

于投资、消费在整体层面的恢复，其次在于钢铁、油气开采、石油加工等行业因

能源价格处在低位、中间产品价格回暖等因素而受益。 

从 7 月高频数据看，高炉开工率均值在 70.17%，较 6 月有小幅下滑，但较

去年同期仍上升 3.7 个百分点；大、中、小型焦化企业开工率均值达 85.8、73.6

和 61.4，均较上月有所提升，虽然小型焦化企业开工率据去年同期仍有约 10 个

百分点的差异，但中型企业已经与去年同期持平，而大型企业则超过去年同期约

3 个百分点。考虑到汛情影响，并结合去年同期低基数，预计 7 月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4.9%，8 月保持在同比 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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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业增加值同比及预测% 

 

数据来源：CEIC，北大汇丰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2. 基建投资可能受汛情影响而进度放缓，8 月投资预计恢复至-1%。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3.1%，其中一季度投资同比 -16.1%，二季度

快速恢复至正增长 3.6%。地产与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在 6 月底已恢复至正增长，

制造业投资相比之下复苏缓慢，上半年累计同比-11.7%。 

上半年地产投资在疫情下保持了韧性，累计同比 1.9%。这一方面是由于房

企资金来源相对充足，宽信用政策下地产融资环境好转，并伴随地产销售有所复

苏，房贷利率随 LPR 的下行而有所下调，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由一季度的

-26.3%上行至上半年的-8.4%。另一方面，热点城市土地供应有所增加，上半年

100 大中城市供应土地面积较去年同期上行 15.9%。 

6 月基建投资累计同比-0.07%，但如果从单月新增量看，6 月全口径基建投

资较 5 月有所下行，这可能是受汛情影响，预计 7 月基建项目施工进度会继续受

其影响而有所放缓。汛情可能导致部分基建项目短期停工，并中断原材料运输，

导致基建进度受阻，但被破坏设施的后续修补会带动新的基建项目，因此对全年

基建投资影响不大。下半年基建投资的项目储备充足、融资渠道多元、资金总体

充裕，截至 6 月 15 日，全国各地发行新增专项债券 2.19 万亿（80%以上投向交

通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基础设施、民生服务三个领域），今年最后一批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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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3 万亿专项债额度也已经在 7 月初由财政部分配至各省。预计基建投资在 8

月累计同比恢复至 3%。 

制造业的终端需求为出口品、消费品和房地产（建筑业）相关产品，上半年

消费受疫情冲击巨大，抑制了制造业投资复苏，也使其成为拖累投资的主要因素。

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在 5 月已经转正，6 月同比增长 11.5%，利润快速恢复将推

动下半年制造业投资回升，6 月制造业 PMI 新订单指数回升至 51.4%，也显示制

造业内需在小幅回暖。 

结合对三大类投资走势的分析，预计 7 月和 8 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

分别为-2.0%和-1.0%。 

图 2 名义投资累计同比及预测% 

 

数据来源：CEIC，北大汇丰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3. 受局部疫情影响，7 月消费复苏趋势将继续放缓 

消费持续复苏，但受局部疫情爆发影响，复苏趋势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6 月当月同比-1.8%。从分项看，商品零售总额基本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6 月

同比-0.2%，正常情形应在 8%左右；餐饮零售总额仍有很大缺口，6 月同比-15.2%，

而正常情形应在 9%左右。疫情严重抑制了居民出行，6 月高频数据显示旅客出

行人数依然比去年同期低约 48%。6 月北京疫情局部爆发导致当月本地线下消费

同比跌幅较上月扩大，餐饮收入同比下降 40.1%，比上月下降了 2 个百分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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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平均则是上升了 3.7 个百分点。7 月 16 日国家电影局发布有序推进电影院恢

复开放通知，到 7 月 30 日复工率 54.9%。7 月新疆、辽宁等省（自治区）再次爆

发局部疫情，且出现跨省传播，在短期将会冲击当地服务业和消费。局部疫情将

会继续拖慢消费复苏的进程。 

图 3  3 月以来四省（自治区）每日新增病例数 

 

数据来源：国家卫健委，北大汇丰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修复趋势可能受国内局部疫情影响而继续放缓，预计

7 月同比下行 1%，8 月-0.4%。在海外疫情仍继续扩散，国内依然有零星病例和

局部反弹风险的情况下，线下服务消费难现大幅好转。 

图 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及预测% 

 

数据来源：CEIC，北大汇丰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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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月进口复苏明显，预计 7 月进出口继续小幅好转 

上半年美元计进口和出口分别同比下行 7.1%和 6.2%。6 月出口当月同比再

次转正至 0.5%，一方面因为美国、英国、欧元区等主要出口国制造业景气度好

转，另一方面防疫物资出口需求仍存。7 月美国 Markit 制造业 PMI 环比继续上

行至 51.3，欧元区制造业 PMI 环比上行至 51.1，英国 PMI 初值 53.6，均已高于

荣枯线水平，显示 7 月外需在继续回暖。考虑到较高基数，预计 7 月出口当月同

比-0.2%，8 月则为 4%。 

图 5  美元计出口同比及预测% 

 

数据来源：CEIC，北大汇丰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6 月进口同比恢复至 2.7%，较上月同比上行了 18 个百分点。从进口结构看，

原油和铁矿石进口量大增，分别同比增长 34%、35%；大豆、肉类等农产品以及

机电设备进口量也出现了高增长；能源和农产品进口大增推动了 6 月从美国进口

增长 11.3%。超预期的进口增长反映出内需特别是投资的加速修复，同时也说明

随着全球货运条件改善，外部供应能力恢复推动了此前积压的订单交付。预计 7

月进口同比增速-5.5%，8 月-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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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美元计进口同比及预测% 

 

数据来源：CEIC，北大汇丰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5. 7 月食品价格受汛情影响将持续上行  

6 月 CPI 同比 2.5%，与 5 月基本持平。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在 6

月降至近 10 年来低点，但食品项同比增速为 11.1%，在去年为高基数的情况下，

仍比上月高出 0.5 个百分点。7 月长江流域汛情导致湖北、安徽、江西等农业大

省农副产品生产、运输受阻，推动猪肉、蔬菜短期上涨，高频数据显示，农产品

批发价格 200 指数、菜篮子批发价格 200 指数和猪肉平均批发价在 7 月分别上行

约 2.2%、2.7%和 7.1%。考虑到弱化的翘尾因素，预计 7 月 CPI 同比将上行至

2.9%。汛情带来的供给冲击是短期的，预计 8 月 CPI 同比将会回落至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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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997 年以来历次汛情与 CPI 同比走势 

 

数据来源：CEIC，水利部，北大汇丰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图 8  CPI 月同比及预测% 

 

数据来源：CEIC，北大汇丰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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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价指数上行 2.3%，能源类和有色类中国大宗商品指数均较 6 月上行。随着基

建投资加速回升，工业原材料需求会继续回暖，预计 7 月 PPI 继续回升至-2.3%，

8 月当月同比-2.0%。 

图 9  PPI 月同比及预测% 

 

数据来源：CEIC，北大汇丰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7. 中美冲突由经贸转移至疫情、国家安全、科技等更多领域 

7 月中美互相关闭对方的一座领事馆，显示双方矛盾正在继续升级。中美关

系将是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重要变量，受美国大选临近影响，短期不确定

性也在上升。两国关系的发展取决于双方的判断和决策，但主要是美国。美国大

选结果是个变数，但美国全方位遏制中国的战略不会改变。 

表 2  疫情爆发以来中美冲突大事记 

今年以来中美冲

突领域 

标志性事件 

外交层面 

3 月以来，中美双方就疫情源头、WHO 公正性等问题已爆发多场外交

纠纷，包括对对方主流媒体的制裁。 

7 月 21 日，美国要求中国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 

7 月 24 日，中国宣布撤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 

7 月 23 日，蓬佩奥在前总统尼克松的纪念图书馆发表演说指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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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层面 

5 月 15 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全球使用美国芯片技术的厂商给华为供货

必须得到美国政府许可； 

5 月 22 日，在“实体清单”上新增 24 个中国机构（企业与高校）及个

人； 

5 月 29 日，美国暂停向“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联系”的中国籍学生及

访问学者发放签证； 

7 月 11 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再将 11 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 

战略层面 

5 月 20 日，白宫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声称“中

国一直在进行军事扩张、网络攻击、侵犯知识产权”。 

主权与人权层面 

5 月 20 日，《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称将“继续协助台湾

军方维持高度自我防御能力”； 

7 月 1 日，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香港自治法》，授权美国政府制裁香

港实体、个人； 

7 月 9 日，美国财政部以“严重侵犯新疆少数民族人权”为由，制裁部

分中国官员； 

7 月 13 日，蓬佩奥表示中国在南海的领土声索“完全不合法”，首次否

定中国的“九段线”主张。 

军事层面 

7 月以来，美国“尼米兹”号和“里根”号两个航母打击群已在南海海

域举行两次军演； 

7 月以来，美国侦察机多次靠近广东沿海，最近一次在 100 公里以内。 

金融层面 

5 月 20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在美上市的中概股

面临退市风险。 

资料来源：北大汇丰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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