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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 15 日 

宏观经济 
 

工业生产稳定，服务业加速扩张 

——2024 年 10 月经济数据点评 宏观点评 

     

10 月经济数据有两个亮点，一是服务业生产加速扩张，二是以旧换新拉

动下消费增速回升。与此同时，“抢出口”下外需稳定加上内需有所恢复，

工业生产保持较高增速，但投资有待进一步提振，全口径基建投资增速有所

回落，房地产投资降幅扩大。 

服务业生产加速，助力全年完成经济增长目标。10 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

比增速从 5.1%上升至 6.3%，连续两个月回升，同时服务业业务预期活动指

数从 54.6%上升至 56.2%，预期有显著提振。一方面，国庆假期出行活跃，

文旅消费旺盛，支撑服务零售较快增长。另一方面，“9·24”以来，房地产、

金融市场改善，交易量上升。如果四季度服务业生产增速维持在 6%左右，

全年经济增速可能达到 5%。 

内外需拉动下，工业生产增速稳定。10 月份，工业生产同比增速从 9 月

的 5.4%小幅下降至 5.3%，季调环比增速从 0.59%下降至 0.41%，略高于前 9

个月的均值 0.4%。制造业生产同比增速从 5.2%上升至 5.4%，仍在加速扩张。

从动能来看，内外需对工业生产均有贡献。从行业来看，电子设备制造业、

运输设备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汽车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生产同比增速比较高。 

投资增速仍处于低位，稳增长有待加码。10 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

增速 3.4%，持平前值，单月投资同比增速也为 3.4%，持平前值；投资季调

环比增速从 0.54%下降至 0.16%；民间累计投资同比增速从-0.2%下降至-

0.3%。投资增速回升较慢，仍处于低位，企业信心有待进一步提振，稳增长

政策需要加码。 

房地产市场有所回暖，持续性待观察。10 月，受新政刺激，房地产市场

进一步回暖。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累计下滑 15.8%，增速较 9 月提升 1.3 个

百分点。30 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环比大幅提升，与 2023 年同期相当。进入

11 月，商品房销售较 11 月峰值有所回落，二手房市场也有所降温。 

以旧换新效果显现，消费增长持续修复。10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 4.8%，增速强于 3.9%的市场预期，较 9 月份提升 0.9 个百分点。

环比看，10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季调环比增长 0.41%，增速较 9 月份有

所提速。 

 风险提示：新增政策落地时间及效果存在不确定性；全球贸易摩擦加剧，

出口超预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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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经济数据有两个亮点，一是服务业生产加速扩张，二是以旧换新拉动下

消费增速回升。与此同时，“抢出口”下外需稳定加上内需有所恢复，工业生产

保持较高增速，但投资有待进一步提振，全口径基建投资增速有所回落，房地产

投资降幅扩大。 

9 月以来经济有所好转，11 月人大常委会会议没有审批增发特别国债用于稳

增长。然而，经济仍存在隐忧：（1）政府支出脉冲过后，全口径基建投资增速回

落；（2）房地产高频、工业生产高频数据有所回落；（3）10 月 PPI 同比降幅继

续扩大，企业盈利预期尚需改善；（4）2025 年 1 月特朗普就职前，“抢出口”

或将继续存在，之后出口压力可能增加。因此，经济复苏尚未稳固，进一步的稳

增长措施需要尽快出台。 

1、 服务业生产加速，助力全年完成经济增长目标 

10 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速从 5.1%上升至 6.3%，连续两个月回升，同时

服务业业务预期活动指数从 54.6%上升至 56.2%，预期有显著提振。 

一方面，国庆假期出行活跃，文旅消费旺盛，支撑服务零售较快增长。2024

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人次、总花费按照可比口径同比分别增长 5.9%、6.3%；全

国营业性演出观众人数增长 13.3%。前 10 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6.5%，继续

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长。其中，交通出行类、通讯信息类服务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

增长。 

另一方面，“9·24”以来，房地产、金融市场改善，交易量上升。10 月，

金融业指数同比增速较 9 月提升 3.7 个百分点。服务业 GDP 用收入法核量，服务

业的活跃可直接体现到服务业 GDP 上面。金融业、房地产业 GDP 分别占整体

GDP 的 8%、6%左右。9 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速从 8 月的 4.6%上升至

5.1%。金融业、房地产业 GDP 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从前二季度的 4.8%、-5%上升至

前三季度的 5.2%、-4%，预计四季度还会上升。 

前三季度 GDP 同比增速 4.8%，只要四季度 GDP 同比增速达到 4.8%以上，

全年 GDP 增速即可实现 5%左右（一般指 4.8%~5.2%）。如果四季度服务业生

产增速维持在 6%左右，全年经济增速可能达到 5%。 

图1： 房地产、金融业回暖，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速回升 

 

资料来源：Wind，诚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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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外需拉动下，工业生产增速稳定 

10 月份，工业生产同比增速从 9 月的 5.4%小幅下降至 5.3%，季调环比增速

从 0.59%下降至 0.41%，略高于前 9 个月的均值 0.4%。9 月 0.59%的工业生产环

比增速是异常状态，不可持续，10 月工业生产增速仍较高。工业生产增速回落主

要是因为，炎热天气褪去，电力等公用事业生产同比增速从 10.1%回落至 5.4%，

而制造业生产同比增速从 5.2%上升至 5.4%，仍在加速扩张。 

从动能来看，内外需对工业生产均有贡献。受台风等暂时因素影响，出口交

货值同比增速从 8 月的 6.4%下降至 9 月的 3.4%，10 月恢复至 3.7%。2025 年 1

月，特朗普就职后，可能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在此之前或将仍存在“抢出

口”。而受益于“两新”政策、政府债券加快发行支出，内需改善。10 月当月，

消费同比增速从 3.2%上升至 4.8%。但是，投资同比增速没有延续 9 月的上升趋

势，维持在 3.4%的低位。 

从行业来看，电子设备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汽车制造业、金属制品业

生产同比增速比较高，分别为 12.6%、11.3%、10%、8.8%、8.3%、7.7%、7.1%。 

从生产增速变化来看，医药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生产同比增速回升，回

升幅度分别是 0.4、0.3、0.2、0.1、0.1 个百分点；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

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生产同比增速持平前值，其他行业

生产同比增速不同程度回落。 

从高频数据来看，11 月工业生产扩张的斜率有所放缓。11 月 15 日，高炉开

工率下降至 82.6%，PTA 平均开工率下降至 83.5%，汽车轮胎平均开工率下降至

69.1%。与此同时，房地产高频数据也在放缓。但是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显示，“抢

出口”现象明显，预计年内工业生产增速整体稳健。 

 

图2： 工业生产增速稳定  图3： 11 月“抢出口”明显 

 

 

 

资料来源：Wind，诚通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诚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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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1 月 15 日，高炉开工率下降至 82.6%  图5： 11 月 8 日，电炉开工率下降至 62.2% 

 

 

 

资料来源：Wind，诚通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诚通证券研究所 

 

图6： 11 月 15 日，PTA 平均开工率下降至 83.5%  图7： 11 月 15 日，汽车轮胎平均开工率下降至 69.1% 

 

 

 

资料来源：Wind，诚通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诚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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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电子设备、运输设备等行业生产增速较高 

 

资料来源：Wind，诚通证券研究所 

 

3、 投资增速仍处于低位，稳增长有待加码 

10 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 3.4%，持平前值，单月投资同比增速也为

3.4%，持平前值；投资季调环比增速从 0.54%下降至 0.16%；民间累计投资同比

增速从-0.2%下降至-0.3%。投资增速回升较慢，仍处于低位，企业信心有待进一步

提振，稳增长政策需要加码。 

分类别看，全口径基建投资同比增速从 17.5%回落至 10%，地方财政压力有所

缓解，基建投资（不含电力等）同比增速从 2.2%上升至 5.8%。随着化债的实施，

预计地方财政压力进一步减轻，基建投资（不含电力等）与全口径基建投资增速的

缺口有望进一步收敛。但是 11 月人大常委会没有审批增发特别国债，2025 年两会

是否增加特别国债额度也不确定，全口径基建投资可能会有所波动。 

“两新”政策推动下，单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从 9.7%上升至 10%，维持较

高增速。然而，PPI 降幅持续扩大，企业利润增速尚未根本改善，制造业投资高增

速要维持下去，需要“两新”政策进一步加码，而这同样可能要等到 2025 年两会

期间才能确定。 

10 月，房地产投资当月同比降幅从 9.4%扩大至 12.3%，受到前期新开工面积

下降的拖累。虽然房地产销售有所好转，但房企信心尚未根本改善，政府支持下竣

工加强的同时，新开工面积持续下降，导致房地产投资降幅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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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季调环比增速回落 

 

资料来源：Wind，诚通证券研究所 

 

图10： 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 

 

资料来源：Wind，诚通证券研究所 

 

4、 房地产市场有所回暖，持续性待观察 

10 月，受新政刺激，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回暖。11 月，从高频数据看，商品房

和二手房数据整体仍延续恢复态势，不过势头已有放缓迹象。 

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持续提升。2024 年 10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累

计下滑 15.8%，增速较 9 月提升 1.3 个百分点。这是自 5 月份以来，降幅持续收窄。 

房屋竣工强度提升。2024 年 10 月份，房屋竣工面积同比回落 23.9%，增速较

9 月提升 0.5 个百分点，主要受保交楼工作的加速推进拉动。10 月，住建部召开新

闻发布会，表示进一步夯实保交房成果，加大了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的保障力

度。预计到 2024 年底，“白名单”项目贷款审批通过金额将翻倍，超过 4 万亿元。

这也意味着，11、12 月，将有超过 2 万亿元的信贷资金支持保交房工作，房地产竣

工强度也仍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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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屋开工面积同比降幅小幅扩大。2024 年 10 月份，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同比

下滑 22.6%，较 9 月份 22.2%的降幅有所扩大。 

一线城市二手房住宅价格环比回升。2024 年 10 月份，70 大中城市二手

房价格指数整体继续回落 0.5%。不过一线城市表现较好，二手房价格指数环

比上涨 0.4%，近一年内首次正增长。不过，二线和三线城市二手房指数仍环

比回落 0.4%和 0.6%。 

图11： 房地产销售累计同比持续回升 

 

资料来源：Wind，诚通证券研究所 

 

图12： 70 大中城市二手住宅价格同比降幅收窄 

 

资料来源：Wind，诚通证券研究所 

 

从高频数据看，11 月销售热度有所回落。就商品房而言，10 月份，30 大中城

市商品房销售环比大幅提升，与 2023 年同期相当。进入 11 月，商品房销售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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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峰值有所回落，不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图13： 11 月，30 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环比回落 

 

资料来源：Wind，诚通证券研究所 

 

部分城市二手房成交依旧强势。与商品销售类似，进入 11 月，二手房市场也

有所降温。不同城市二手房市场表现有所分化，北京二手房成交已有所放缓，上海、

深圳二手房成交表现依旧偏强。 

11 月、12 月是房地产销售淡季，叠加政策效果的逐步消退，预计房地产销售

热度将有所下滑。 

 

图14： 北京二手住宅成交面积有所下滑（日）  图15： 深圳二手住宅成交面积依旧较高（日） 

 

 

 

资料来源：Wind，诚通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诚通证券研究所 

 

5、 以旧换新效果显现，消费增长持续修复 

消费同比提速，好于市场预期。2024 年 10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 4.8%，增速强于 3.9%的市场预期，增速较 2024 年 9 月份提升 0.9 个百分点。 

环比看，10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季调环比增长 0.41%，增速较 9 月份有所

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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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提升 

 

资料来源：Wind，诚通证券研究所 

 

分项来看，必选消费表现一般。2024 年 10 月份，粮油、食品类同比累计增

长 9.9%，增速较 9 月持平。饮料类、烟酒类同比增速均较 9 月份回落，分别下滑

0.6 和 0.7 个百分点。 

家电消费增长延续，部分可选消费表现亮眼。10 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影

响仍在持续，家电品类消费累计同比增长 7.8%，增速较 9 月回升 3.4 个百分点，

连续两月提升。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体育娱乐用品消费增速也显著提升，增

速分别较 9 月份回升 4、2.3 和 1.8 个百分点。这可能是由于国内各大电商平台在

10 月份便开始“双十一”促销活动。 

网上消费增速小幅回升。2024 年 10 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及网上商品和

服务零售额累计同比分别增长 8.3%和 8.8%，增速较 9 月份分别提升 0.4 和 0.2 个

百分点，结束了连续 4 个月的回落。不过，“双十一”的拉动似乎并不显著，消

费修复依旧值得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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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网上消费增速小幅回升 

 

资料来源：Wind，诚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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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已于2017年7月1

日起正式实施。根据上述规定，诚通证券评定此研报的风险等级为R3（中风险），因此通过公共平台推送的研报其

适用的投资者类别仅限定为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若您并非专业投资者及风险

承受能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请取消阅读，请勿收藏、接收或使用本研报中的任何信息。 

因此受限于访问权限的设置，若给您造成不便，烦请见谅！感谢您给予的理解与配合。 

分析师声明 

负责准备本报告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关于任何发行商或证

券所发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

和准确性、客户的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诚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保证他

们报酬的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投资评级说明 

诚通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 未来6－12个月，预计该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 

中性： 未来6－12个月，预计该行业指数表现基本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持平。 

回避： 未来6－12个月，预计该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 

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 

 

诚通证券公司评级体系：强烈推荐、推荐、中性、回避 

强烈推荐： 未来6－12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涨幅在20%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推荐： 未来6－12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5%－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 未来6－12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变动幅度介于-5%－5%。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 未来6－12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跌幅在5%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

及模型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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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诚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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