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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一周大事记 

国内：市内免税店迎来新政，工业企业利润平稳增长。8 月 26 日，财政部公

布 2024年 7月财政收支情况，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2.6%，较上半

年降幅收敛 0.2个百分点。后续随着扩内需政策激励以及新增国债发行，有助

于推动国内经济企稳回升，带动财政收入逐渐改善；同日，李强主持召开国务

院第九次专题学习，强调认真落实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

加快，养老教育、养老金融，养老科技、老年用品、养老设施等也有望进入发

展快车道；同日，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市内免税店政策的通知》，

主要针对即将出境的旅客，侧重于规范管理，促进市内免税店健康有序发展；

27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1-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同比增长 3.6%，企业利润仍维持平稳增长态势，新动能企业利润支撑力度较

强，后续随着一系列扩内需政策落地，企业利润有望持续改善。 

海外：美国消费者信心有韧性，日本和欧洲通胀走势分化。8 月 26 日，利比

亚东部政府宣布将停止所有石油生产和出口，黎巴嫩真主党前日宣布大规模袭

击以色列，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激增，国际油价大涨，但中期来看，随着需

求边际走弱、OPEC 闲置产能回补，油价进一步上行空间或不大；27 日，美

国 8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升至 103.3，较 7 月 101.9 的数值上升了 1.4，高于市

场预期，较有韧性的消费或将增大美国经济“软着陆”的概率；当地时间 29

日，德国 8 月 CPI同比录得 1.9%，为 2021 年 3 月以来最低水平，德国通胀

持续降温或增加欧央行进一步降息的概率；当地时间 30日，日本 8月东京 CPI

同比录得 2.6%，高于市场预期，日本通胀韧性较强，虽然 7 月失业率有所升

高，但可能主要是源于自愿离职以寻求更好条件的人数增加，后续若数据证实

日本经济和通胀的上升符合预期，日本央行可能会考虑进一步加息。 

 高频数据：上游：阴极铜价格周环比上升 1.16%，布伦特原油现货均价周环比

上升 2.19%，铁矿石价格周环比上升 4.24%；中游：动力煤价格指数周环比上

升 0.63%，螺纹钢价格周环比上升 2.57%，水泥价格指数周环比下降 1.07%；

下游：房地产销售周环比下降 10.73%，8月第四周乘用车市场零售同比持平；

物价：蔬菜价格周环比下降 0.39%，猪肉价格周环比下降 0.64%。 

 下周重点关注：中国 8月财新制造业 PMI、日德法欧 8月制造业 PMI（周一）；

美国 8 月 ISM 制造业 PMI（周二）；中国 8 月财新服务业 PMI、欧元区 7 月

PPI 同比、美国 7 月 JOLTS 职位空缺、工厂订单、贸易帐（周三）；美国 8

月 ADP就业人数、ISM非制造业 PMI、至 8月 31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欧

元区 7月零售销售同比（周四）；德国 7月季调后贸易差额、工业产出同比、

美国 8 月失业率、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周五）。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节奏不及预期，海外经济超预期波动。 
 

  

 

[Table_Author] 分析师：叶凡 

执业证号：S1250520060001 

电话：010-57631106 

邮箱：yefan@swsc.com.cn 

分析师：刘彦宏 

执业证号：S1250523030002 

电话：010-55758502 

邮箱：liuyanhong@swsc.com.cn 
 

 

相关研究 
 

1. 消费税改革渐近——改革动因、路径与

行业影响探究  (2024-08-29) 

2. 能源领域系列政策落地，欧美经济波动

增大   (2024-08-23) 

3. 绿色转型全面加快，美国 CPI温和回落  

(2024-08-16) 

4. 消费向左投资向右，后续走势如何？—

—2024 年 7 月经济数据点评  

(2024-08-15) 

5. 直接融资支撑社融，人民币贷款偏弱—

—7 月社融数据点评  (2024-08-14) 

6. 通胀超预期回升，背后结构性分化——

7 月通胀数据点评  (2024-08-11) 

7. 扩内需增新动力，全球资产价格波动加

大   (2024-08-11) 

8. 进、出口走势逆转，贸易顺差收敛——

7 月贸易数据点评  (2024-08-08) 

9. 国内政策将更加给力，美日央行轮番登

场   (2024-08-02) 

10. 景气度季节性回落，期待新一轮政策加

力——7月 PMI数据点评  

(2024-08-01) 
  



 
宏观周报（8.26-8.30）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目 录  

1 一周大事记 ..................................................................................................................................................................................................... 1 

1.1 国内：市内免税店迎来新政，工业企业利润平稳增长 ............................................................................................................. 1 

1.2 海外：美国消费者信心有韧性，日本和欧洲通胀走势分化 .................................................................................................... 3 

2 国内高频数据 ................................................................................................................................................................................................ 5 

3 下周重点关注 ................................................................................................................................................................................................ 8 

 

  



 
宏观周报（8.26-8.30）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1 

1 一周大事记 

1.1 国内：市内免税店迎来新政，工业企业利润平稳增长 

（1）7 月财政收入降幅小幅收敛，支出增速明显回升   

8 月 26 日，财政部公布 2024 年 7 月财政收支情况。财政部数据显示，1-7 月，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155463 亿元，同比增长 2.5%，较上半年增速加快 0.5 个百分点；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135663 亿元，同比下降 2.6%，较上半年降幅收敛 0.2 个百分点，扣除去年同

期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抬高基数、去年年中出台的减税政策翘尾减收等特殊因素影响后，可

比增长 1.2%左右。 

点评：2024 年 1-7 月财政收支进度依然偏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全年预算进度为

60.58%，低于去年同期的 64.1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进度为 54.45%，小幅低于去年

支出进度 55.11%。从收入端看，7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1.9%，降幅较上月收

窄 0.7 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同比降幅有所收敛，1-7 月，税收收入同比下降 5.4%，降

幅缩窄 0.2 个百分点，但仍延续低迷态势，非税收入同比增长 12%，涨幅扩大 0.3 个百分点，

非税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之势，或主要因为地方多渠道盘活资源资产、挖潜增收来弥补税收收

入减少。税收中，1-7 月消费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分别同比增长 5.5%和 1.8%，国

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均延续负增长，7 月，企业所得税降幅收敛，进口环节

增值税和消费税由降转增；从支出端来看，7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加快，当月同

比增速由上月下降 3%转为上涨 6.6%。其中，水利、交通等传统基建和科学技术、节能环保

支出增速明显加快，分别较上月下降转为上涨 18.5%、18.5%、48.3%和 16.6%。从政府性

基金收支情况来看，1-7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18.5%，较上半年降幅扩大

3.2 个百分点，与当前房地产市场低迷，地方土地出让收入持续下滑相关；全国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增速回升 1.5 个百分点至-16.1%。后续随着扩内需一系列组合拳逐步落地见效，叠

加今年 1 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也在有计划的发行，8 月至 12 月还有 2.4 万亿元新增债券待

发行，有助于推动国内经济企稳回升，带动财政收入逐渐改善。 

（2）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银发”产业具有巨大发展空间 

8 月 26 日下午，国务院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

产业协同发展”为主题，进行第九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认真

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

程，加强和改进老龄工作，推动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 

点评：李强指出，要强化“老有所养”的服务保障，聚焦短板弱项，持续优化政策。加

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增强日间照料、康复护理、上门服务等能力，探索老旧小区

养老服务有效途径；因地制宜完善农村养老服务网络，扩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照护服

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开展互助养老；针对失能老人照护需求，深入推进医养康养结合，

增加护理型床位供给，发展长期照护服务；开展大规模技能培训，提高养老护理职业吸引力；

要强化“老有所依”的资金保障，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加快健全多层次多支柱

养老保险体系；要强化“老有所为”的制度保障，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创造适合老年人

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要大力推动银发经济扩容提质，加强老年用品研发和推广，不

断丰富养老服务场景，强化质量监管，更好满足老年人需求。截至 2023 年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21.1%，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15.4%。预计“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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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时期，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 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 年左右，

占比将超过 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相关“银发”产业具有

巨大发展空间。据社科院预测，到 2030 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13 万亿，主要

由中老年人群对看护和医疗等服务的增量需求驱动。此外，养老教育、养老金融，养老科技、

老年用品、养老设施等也有望进入发展快车道。 

（3）工业企业利润保持平稳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贡献较大  

8 月 27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2024 年 7 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1-7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40991.7 亿元，同比增长 3.6%，增速较 1-6 月加快 0.1 个百分点，

实现营业收入 75.9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增速持平于 1-6 月。 

点评：7 月单月来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4.1%，增速较 6

月份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利润增速升高，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增

速走低，从行业来看，制造业和公用事业的利润增速回升，分别较上月升高 4.2 和 6 个百分

点至 5%和 7.1%，而采矿业企业利润增速由 6 月份上涨 25%转为下降 0.8%。公用事业企业

利润增速升高，一方面或由于煤炭价格走低，另一方面国内电力消费延续平稳增长。制造业

中，1-7 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对规上工业利润增长贡献较大，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

长 12.8%，大幅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 9.2 个百分点，拉动规上工业利润增长 2.1 个百分点，

对规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近六成；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6.1%，保持稳定增长；国

内消费需求平稳恢复，叠加工业品出口持续增长，消费品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0.2%，增速

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 6.6 个百分点。此外，7 月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9%，增速持

平上月，营收利润率为 5.3%，低于 6 月份的 6.4%，但高于去年同期的 5.2%。其中，营业

成本增速继续走高，从上月的 2.5%，升至 3.6%，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却有所下滑，从

8.43 下滑至 8.41。从库存来看，7 月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长 5.2%，增速继续走高 0.5

个百分点，结合营收增速来看，依然呈现弱补库的态势。目前来看，企业利润仍维持平稳增

长态势，新动能企业利润支撑力度较强，后续随着一系列扩内需政策落地，企业利润有望持

续改善。 

（4）完善市内免税店政策，助力免税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8 月 26 日，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市内免税店政策的通知》，明确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起，按照《市内免税店管理暂行办法》规范市内免税店管理工作，促进市内免

税店健康有序发展。 

点评：据《关于完善市内免税店政策的通知》，现由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的北京、上海、青岛、大连、厦门、三亚等 6 家市内免税店，自本通知施行之日起适用

《市内免税店管理暂行办法》；现由中国出国人员服务有限公司经营的北京、上海、青岛、

大连、南京、重庆、合肥、南昌、昆明、杭州、郑州、哈尔滨等 12 家外汇商品免税店，以

及现由中国港中旅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经营的哈尔滨外汇商品免税店，自本通知施行之日起 3

个月内转型为市内免税店，经海关验收合格后开始营业；在广州、成都、深圳、天津、武汉、

西安、长沙和福州等 8 个城市，各设立 1 家市内免税店。市内免税店，是指经国务院批准，

按规定设立在市内，向即将出境的旅客销售免税商品的商店。《市内免税店管理暂行办法》

所称旅客，是指持出入境有效证件即将于 60 日（含）内搭乘航空运输工具或国际邮轮出境

的旅客（包括但不限于中国籍旅客）。与此前市内免税政策有较大不同，以往国内消费者可

凭 180 天内出入境记录，在市内免税店购物，部分国内消费者会选择在出境回国之后，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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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上的 180 天以内的出入境记录，在市内免税店购买免税商品。在出入境便利措施推动下，

出入境游复苏强劲，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7 月，中国口岸出入境人员 3.41

亿人次，统计增长 62.34%，外国人来华同比增长 129.9%，签发口岸签证同比上升 182.9%。

此次《通知》和《办法》的出台主要针对即将出境的旅客，侧重于规范管理。为市内免税店

的管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操作指南，有助于解决过去可能存在的监管空白和乱象，提

升行业整体形象和消费者信任度。 

1.2 海外：美国消费者信心有韧性，日本和欧洲通胀走势分化 

（1）能源：利比亚暂停出口叠加中东局势升级，预计油价短期反弹但中期上行空间不大 

当地时间 8 月 26 日，利比亚东部政府宣布将停止所有石油生产和出口，叠加黎巴嫩真

主党 25 日宣布大规模袭击以色列，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激增，国际油价大涨。WTI 原油

最终收涨 2.92%，报 77.10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重回 80 美元大关，最终收涨 2.77%，报 81.24

美元/桶。 

点评：近期利比亚各政治派别为争夺中央银行和石油收入的控制权而陷入了权力斗争，

导致了上述事件的发生。根据欧佩克方面数据，7 月份利比亚原油产量 117 万桶/日，而当月

欧佩克原油产量 2670 万桶/日，利比亚原油占比 4.38%。利比亚所生产原油绝大部分用于出

口，此次突然暂停石油生产和出口对于原油市场来说影响较大，如果短时间内不能复产，将

缓解当下原油市场的供应相对过剩的压力，油价运行区间也会被重新定位。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数据显示，上周，美国 EIA 原油库存下降 465 万桶，降幅超过分析师预期的 196.786

万桶，前值为增加 135.7 万桶，美国对墨西哥石油进口创历史新低，原油需求目前仍有韧性。

但随着旺季影响逐步减弱，市场对于原油基本面的乐观情绪或难长期持续。整体来看，近期

油价的反弹主要源于地缘政治和需求韧性两方面，对于短期原油价格有支撑，但中期来看，

随着需求边际走弱、OPEC 闲置产能回补，油价进一步上行空间或不大。 

（2）美国：8 月谘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较有韧性的消费或增大“软着陆”概率 

当地时间 8 月 27 日，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 公布数据显示，美国 8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升至 103.3，创 6 个月来最高值，较 7 月 101.9 的数值上升了 1.4，高于

市场预期。 

点评：具体来看，基于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劳动力市场状况评估的现状指数从上个月的

133.1 升至 134.4。基于消费者对收入、商业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短期展望的预期指数从上个

月的 81.1 升至 82.5。通常情况下，如果该指数低于 80 则预示着接下来将进入衰退。数据还

显示，8 月，35 岁以下消费者信心指数有所下降，35 岁及以上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年收

入在 2.5万美元以下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年收入在 2.5万美元及以上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

在六个月的移动平均基础上，收入超过 10 万美元的消费者仍然最有信心，收入 1.5 万至 2.5

万的消费者的信心继续呈下降趋势，几乎与收入低于 1.5 万的消费者一样低。世界大型企业

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Dana Peterson)表示，当天公布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对未来整体

经济信心有所增强，但是对劳动力市场担忧加剧。目前来看，占美国经济 70%左右的个人消

费依然具有一定韧性，或主要因为通胀不断降温以及美联储降息预期升高。7 月美国零售销

售环比增长 1%，为 2023 年 2 月以来最高水平，远超过预期 0.4%。较有韧性的消费或将增

大美国经济“软着陆”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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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欧洲：德国通胀率降幅超预期，或增大欧洲央行在 9 月采取行动的概率 

当地时间 8 月 29 日，德国 8 月 CPI同比增长 1.9%，预期为 2.10%，为 2021 年 3 月以

来最低水平，CPI环比下降 0.1%，预期增长 0.1%；德国 8 月调和 CPI同比增长 2%，低于

预期 2.2%和前值 2.6%，环比下降 0.2%，低于预期 0%和前值 0.5%。 

点评：德国 8 月通胀水平依然延续了下行的趋势，此前数据也显示德国经济活动正在放

缓。8 月德国 ZEW 经济景气指数 19.2，为 2024 年 1 月以来新低，低于预期 32 和前值 41.8，

8 月制造业 PMI 指数也从 7 月份的 43.2 跌至 42.1，8 月，服务业 PMI 从 7 月的 52.5 降至

51.4。制造业仍深陷低迷，使得德国制造业的困境可能开始蔓延至服务业。此外，由 GfK 和

纽伦堡市场决策研究所(NIM)联合发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从前一个月小幅修正的-18.6 降至 9

月的-22.0，低于-18.2 的预期。收入预期的大幅下降拉低了整体信心指数，从 19.7 降至 3.5

点。近期德国失业率的上升降低了消费的增长，德国铁路、拜耳和采埃孚等大型公司也宣布

了一系列裁员计划，进一步使得德国经济可持续复苏的希望受挫。欧洲央行从 6 月实施自

2019 年以来的首次降息后，此次德国通胀降温或增加欧央行进一步降息的概率，目前市场

普遍预期欧洲央行将于 9 月份再度降息 25 个 bp 

（4）日本：8 月东京 CPI 超市场预期，目前通胀韧性较强  

当地时间 8 月 30 日，日本总务省公布数据显示，日本 8 月东京 CPI 同比为 2.6%，高

于市场预期 2.3%和前值 2.2%，除生鲜食品外核心 CPI同比为 2.4%，高于预期 2.2%和前值

2.2%，除生鲜食品及能源外的核心-核心 CPI同比增长 1.6%，高于预期 1.4%和 1.5%。 

点评：东京 CPI 被视为全国通胀的领先指标，日本 8 月东京 CPI 同比增速高于预期，

引发了人们对日本央行将很快再次加息的猜测。具体来看，与 7 月份相比，能源价格对 CPI

同比上涨的贡献率为 0.11%，家庭耐用品为 0.04%，食品（不包括新鲜食品）为 0.02%。受

恶劣天气等因素影响，生鲜食品销售额从上月的 3.3%加速至同比增长 8.1%。此外，近一年

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的食品（不包括生鲜食品）同比涨幅为 2.7%，高于上个月的 2.6%。此外，

日本银行密切关注的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7%，高于上个月的 0.5%，其中最显着的涨幅是入

场费、观赏费、游戏费、文化设施入场费、卡拉 OK、美发服务和洗浴费。此外，同日公布

数据显示，日本 7 月失业率由前值 2.5%上升至 2.7%，与此同时 7 月日本求才求职比上升至

1.24，高于前值 1.23，或主要因为越来越多的公司决定提高工资，工人试图留在目前的工作

场所，从而减少了找工作的人数。失业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自愿离职，但非自愿离职人数

（通常代表经济恶化）减少了 10,000 人，意味着日本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可能正在增加。

另外，日本 7 月零售销售同比增速不及预期，同比增长 2.6%，低于市场预期的 2.8%和前值

3.7%。此前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和其他高级官员表示，只要数据证实经济和通胀的上升符

合预期，就会考虑进一步加息，从东京 CPI来看 8 月日本通胀韧性较强，虽然失业率有所升

高，但可能主要是源于自愿离职以寻求更好条件的人数增加，经济活动总体保持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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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高频数据 

上游：阴极铜、原油、铁矿石价格周环比上升。截至 8 月 29 日，本周阴极铜价格周环

比上涨 1.16%，布伦特原油现货均价周环比上升 2.19%，铁矿石价格周环比上升 4.24%。 

表 1：上游高频数据周度、月度变化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注：较前值下降为绿底色、上升为红底色、持平为黄底色，大于 0为红色字体、小于 0为绿色字体  

图 1：布伦特、WTI 原油现货价格同比增速下降 

（更新至 2024 年 8 月 29 日） 
 

图 2：CRB 现货指数同比降幅扩大，南华工业品指数同比转降 

（更新至 2024 年 8 月 28 日、8 月 29 日）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中游：动力煤、螺纹钢价格周环比上升，水泥价格周环比下降。截至 8 月 29 日，本周

动力煤价格指数周环比上升 0.63%，螺纹钢价格周环比上升 2.57%，水泥价格指数周环比下

降 1.07%。 

  

高频数据指标 最近更新日期 本周环比增速 上周环比增速

现货价:原油:英国布伦特Dtd（美元/桶） 2024-8-29 2.19% -3.52%

现货价:原油:美国WTI（美元/桶） 2024-8-29 3.24% -5.87%

期货结算价(活跃合约):铁矿石（元/吨） 2024-8-29 4.24% -0.04%

期货结算价(活跃合约):阴极铜（元/吨） 2024-8-29 1.16% 1.79%

南华工业品指数 2024-8-29 1.91% -0.27%

CRB现货指数:综合 2024-8-28 0.17% 0.31%

CRB现货指数:工业原料 2024-8-28 0.28% 0.97%

高频数据指标 最近更新日期
月初至今

均值
上月均值

月初至今环比

增速
上月环比增速

月初至今同比

增速
上月同比增速

现货价:原油:英国布伦特Dtd（美元/桶） 2024-8-29 81.12 85.44 -5.06% 3.19% -6.10% 6.51%

现货价:原油:美国WTI（美元/桶） 2024-8-29 75.48 80.57 -6.32% 2.32% -7.14% 6.28%

期货结算价(活跃合约):铁矿石（元/吨） 2024-8-29 738.45 812.57 -9.12% -1.26% -5.41% -2.50%

期货结算价(活跃合约):阴极铜（元/吨） 2024-8-29 73173.81 77583.04 -5.68% -2.60% 6.35% 13.27%

南华工业品指数 2024-8-29 3774.72 4023.18 -6.18% -2.00% -2.16% 8.14%

CRB现货指数:综合 2024-8-28 533.66 539.15 -1.02% -0.79% -3.67% -3.58%

CRB现货指数:工业原料 2024-8-28 544.10 552.63 -1.54% -0.10% -2.18% -0.78%

上周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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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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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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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数据跟踪：上游

本周均值

月度变化

周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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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中游高频数据周度、月度变化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注：较前值下降为绿底色、上升为红底色、持平为黄底色，大于 0为红色字体、小于 0为绿色字体。 

图 3：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价格环比上升  

（更新至 2024 年 8 月 23 日） 
 

图 4：PTA 产业链负荷率回升、高炉开工率下降 

（更新至 2024 年 8 月 28 日、8 月 30 日）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图 5：螺纹钢价格同比增速下降（更新至 2024年 8 月 22 日）  图 6：动力煤、水泥价格同比增速回升（更新至 2024 年 8月 29 日）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高频数据指标 最近更新日期
本周环比增速/

增减
上周环比增速/

增减

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8/23/2024 0.10% -0.70%
PTA产业链负荷率:PTA工厂（%） 8/28/2024 1.21百分点 0.80百分点
唐山:Custeel:高炉开工率（%） 8/30/2024 -0.64百分点 -0.29百分点
螺纹钢:HRB400 20mm:全国:价格（元/吨） 8/29/2024 2.57% -0.09%
水泥价格指数:全国 8/29/2024 -1.07% -0.31%
秦皇岛港:平仓价:动力末煤(Q5500):山西产（元/
吨）

8/29/2024 0.63% -0.67%

高频数据指标 最近更新日期
月初至今均

值
上月均值

月初至今环比
增速/增减

上月环比增速
/增减

月初至今同比
增速/增减

上月同比增速/
增减

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8/23/2024 104.51 107.03 -2.36% -1.08% -2.14% 1.76%
PTA产业链负荷率:PTA工厂（%） 8/28/2024 84.86 82.58 2.28百分点 3.75百分点 4.61百分点 4.52百分点
唐山:Custeel:高炉开工率（%） 8/30/2024 87.77 91.16 -3.39百分点 -2.75百分点 -2.63百分点 3.79百分点
螺纹钢:HRB400 20mm:全国:价格（元/吨） 8/29/2024 3299.00 3559.48 -7.32% -3.84% -12.82% -7.38%
水泥价格指数:全国 8/29/2024 115.32 118.03 -2.29% 0.60% 5.23% 4.23%
秦皇岛港:平仓价:动力末煤(Q5500):山西产（元/
吨）

8/29/2024 840.14 848.30 -0.96% -2.00% 1.97% -0.95%

高频数据跟踪：中游

周度变化

月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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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房地产销售周环比上升，乘用车日均零售销量同比上升。截至 8 月 29 日，本周

商品房成交面积周环比下降 10.73%。8 月第四周乘用车市场日均零售 5.68 万辆，同比去年

同期持平，较上月同期下降 4%。8 月 1-25 日，乘用车市场零售 130.5 万辆，同比去年同期

增长 5%，较上月同期增长 9%；今年以来累计零售 1287.2 万辆，同比增长 3%。 

表 3：下游高频数据周度、月度变化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注：较前值下降为绿底色、上升为红底色、持平为黄底色，大于 0为红色字体、小于 0为绿色字体，商品房成交

面积采用合计值。 

图 7：一线城市成交面积同比转涨，二、三线城市降幅扩大 

（更新至 2024 年 8 月 29 日） 
 

图 8：乘用车日均零售销量同比上升 

（更新至 2024 年 8 月 29 日）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高频数据指标 最近更新日期
本周环比增速

/增减

上周环比增速

/增减

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万㎡） 2024-8-29 -10.73% 21.85%

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一线城市（万㎡） 2024-8-29 -5.07% -1.67%

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二线城市（万㎡） 2024-8-29 -18.21% 35.98%

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三线城市（万㎡） 2024-8-29 -0.02% 12.63%

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占地面积（万㎡） 2024-8-25 0.04% 47.75%

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占地面积:一线城市（万
㎡）

2024-8-25 7.06% 213.96%

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占地面积:二线城市（万
㎡）

2024-8-25 115.18% 1.17%

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占地面积:三线城市（万
㎡）

2024-8-25 -29.84% 65.67%

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溢价率（％） 2024-8-25 1.76百分点 0.37百分点

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溢价率:一线城市（％） 2024-8-25 0.00百分点 0.00百分点

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溢价率:二线城市（％） 2024-8-25 0.45百分点 3.36百分点

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溢价率:三线城市（％） 2024-8-25 3.50百分点 -1.39百分点

全国乘用车市场日均零售（万辆） 2024-8-25 -4.00% 16.00%

高频数据指标 最近更新日期
月初至今

均值
上月均值

月初至今环比

增速
上月环比增速

月初至今同比

增速
上月同比增速

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万㎡） 2024-8-29 22.50 25.82 -12.86% -23.62% -26.59% -16.48%

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一线城市（万㎡） 2024-8-29 7.14 7.89 -9.51% -14.63% 0.81% -8.87%

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二线城市（万㎡） 2024-8-29 10.16 12.31 -17.45% -26.82% -42.37% -22.81%

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三线城市（万㎡） 2024-8-29 5.20 5.62 -7.49% -27.41% -12.43% -10.93%

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占地面积（万㎡） 2024-8-25 1232.80 1215.80 1.40% -18.57% 10.73% -21.40%

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占地面积:一线城市（万
㎡）

2024-8-25 17.38 44.15 -60.63% -1.13% -66.22% -14.30%

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占地面积:二线城市（万
㎡）

2024-8-25 412.90 362.07 14.04% -31.75% 25.95% -12.90%

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占地面积:三线城市（万
㎡）

2024-8-25 802.52 809.57 -0.87% -11.81% 9.33% -25.01%

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溢价率（％） 2024-8-25 3.23 4.72 -1.50百分点 1.74百分点 0.11百分点 -0.46百分点

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溢价率:一线城市（％） 2024-8-25 0.01 3.22 -3.21百分点 1.80百分点 -4.02百分点 -3.64百分点

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溢价率:二线城市（％） 2024-8-25 3.55 5.75 -2.20百分点 2.70百分点 0.07百分点 2.77百分点

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溢价率:三线城市（％） 2024-8-25 2.66 3.30 -0.64百分点 -0.59百分点 1.23百分点 -1.57百分点

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万辆） 2024-8-25 130.50 172.90 9.00% -2.00% 5.00% -2.00%

本周均值 上周均值

98.27 110.08

28.04 29.54

46.27 56.58

0.00

23.96 23.96

1371.07 1370.56

23.38 21.84

752.01 1071.89

595.68 276.83

4.16 2.40

5.68 5.52

周度变化

月度变化

高频数据跟踪：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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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蔬菜、猪肉价格周环比下降。截至 8 月 29 日，本周蔬菜价格周环比下降 0.39%，

猪肉价格周环比下降 0.64%。 

表 4：物价高频数据周度、月度变化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注：较前值下降为绿底色、上升为红底色、持平为黄底色，大于 0为红色字体、小于 0为绿色字体。 

图 9：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回落（更新至 2024年 8 月 29日）  图 10：蔬菜、猪肉价格小幅回落（更新至 2024 年 8月 29 日）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3 下周重点关注 

  周一（9.2）  周二（9.3）  周三（9.4）  周四（9.5）  周五（9.6）  

中国  

中国 8 月财新制造业

PMI 

——  中国 8 月财新服务业

PMI 

——  ——  

海外  

日本 8月制造业PMI 

德国 8月制造业PMI 

法国 8月制造业PMI 

欧元区 8月制造业 PMI  

 

美国 8 月 ISM 制造业

PMI 

 

7 月欧元区PPI同比  

美国 7月 JOLTS职位空

缺(万人)、工厂订单环

比、贸易帐 

美国 8 月 ADP 就业人

数、至 8月 31日当周初

请失业金人数、8月 ISM

非制造业 PMI、至 8月

30日当周 EIA原油库存 

欧元区 7月零售销售同

比  

德国 7月季调后贸易差

额、工业产出同比 

欧元区第二季度 GDP

年率终值 

美国 8月失业率 

美国 8月季调后非农就

业人口 

数据来源：华尔街见闻、金十数据，西南证券整理 

高频数据指标 最近更新日期 本周环比增速 上周环比增速

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 2024-8-29 -0.28% 158.04%

平均批发价:28种重点监测蔬菜（元/公斤） 2024-8-29 -0.39% 2.52%

平均批发价:猪肉（元/公斤） 2024-8-29 -0.64% 1.82%

高频数据指标 最近更新日期
月初至今

均值
上月均值

月初至今环比

增速
上月环比增速

月初至今同比

增速
上月同比增速

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 2024-8-29 127.83 116.40 9.82% 2.93% 6.51% -2.09%

平均批发价:28种重点监测蔬菜（元/公斤） 2024-8-29 5.82 4.79 21.48% 9.58% 16.52% -1.96%

平均批发价:猪肉（元/公斤） 2024-8-29 26.88 24.78 8.49% 1.91% 19.73% 29.65%

130.94 131.31

6.07 6.10

高频数据跟踪：物价

周度变化

本周均值 上周均值

27.50 27.67

月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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