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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5月份，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增多，

内需下降值得引起重视。面对贸易摩擦加

剧、新兴市场资本流出与金融市场动荡等

不利的外部环境，我国经济出现了投资消

费下滑、信用违约频发、金融市场低迷等

问题。一是投资超预期回落，基建投资下

行幅度加深，去杠杆与严监管对投资的负

面影响进一步显现；二是消费增速大幅回

落；三是紧信用导致社融环比大降；四是

财政收入与支出双双下滑。 

 其他宏观指标保持稳健，对经济形成支撑。

一是工业特别是上游工业景气度较高；二

是房地产各项指标好转；三是进出口保持

强劲；四是通胀保持稳定，有利于上游企

业利润提升；五是表内贷款整体稳健，特

别是居民部门保持稳定，M2增速企稳。 

 总体运行状态并未超出政策目标区间。 

 
 

http://www.xtk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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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经济运行 

1．工业生产小幅回落，但仍然保持相对高位 

工业增速小幅回落。5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8%，前值 7.0%，去年

同期 6.5%，为 2017 年 7 月以来次高。1-5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9%，

前值 6.9，去年同期 6.7%，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1-4 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前值 11.6%，去年同期 22.7%。 

三大门类表现为两升一降。5月，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0%，前值-0.2%。受气

温回升影响，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 12.2%，前值 8.8%，成为

推动工业生产的积极因素。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4%，前值 6.6%，专用设备和电气

机械增加值增速下滑较为明显，拖累工业生产。 

景气指数持续稳健。5月，统计局制造业 PMI为 51.9%，前值 51.4%，去年同期 51.2%。
统计局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9%，前值 54.8%，去年同期 54.5%。 

展望：稳中微降。贸易摩擦下的外需不稳定，国内政策强调扩大内需，加上 6 月

（季末月份）的工作天数少、去年基数大，工业增加值数据大概率不会出现“季末跳

点”，可能是稳中微降的局面，预计 6 月份 6.5%、二季度 6.6%。 

2．投资增速继续下行，主要受基建放缓影响 

投资增速回落幅度有所加大。1-5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1%，前值

7.0%，去年同期 8.6%，再创历史新低，其中 5 月单月增速 3.9%，创 17年以来新低。 

基建投资增速首次回落至 10%以下。1-5月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含电力）同

比增长 9.4%，前值 12.4%，去年同期 20.9%，首次下降到 10%以下，对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回落的拖累极大，主要同地方政府负债收紧、PPP 项目清理、财政支出增速下滑有

关，资金来源可能成为基建投资增速快速下滑的重要原因（社融国内贷款增速下降）。 

制造业投资低位回升。1-5月份，制造业投资增长 5.2%，前值 4.8%，去年同期 5.1%，

工业利润增速回升，对制造业投资有一定提振，今年以来制造业投资增速逐步企稳并

小幅回升，与之相关的民间投资增速也较去年下半年回升（2017 年民间投资占制造业

投资比重为 87%），但在企业融资增速下滑背景下，制造业投资增速回升依然偏弱。 

民间投资增幅小幅回落。1-5月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8.1%，前值 8.4%，去年同

期 6.8%，维持比较高的态势，在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持续高增带动下。 

房地产开发投资延续高增。1-5 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 10.2%，前值

10.3%，去年同期 8.8%，前期支撑房地产投资的土地购置费效应有所弱化，但房地产

销售反弹、房地产资金来源上行指向房地产尚未有失速下行风险。 

房地产关键指标回升。地产销售环比改善，1-5 月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

11.8%，前值 9.0%，去年同期 18.6%，源于地产企业担心资金回流压力，加速推盘所致。

新开工、土地购置与到位资金增速回升。1-5 月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同比增长 5.1%，

前值 2.1%，去年同期 9.9%；土地购置面积同比增速 2.1,前值-2.1%，去年同期 5.3%，
土地购置及成交可能仍是推升当前支撑房地产投资的关键因素。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同比持续下降，二线城市有所上涨，三线城市涨幅继续回落，70 个大中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5.4%，前值 5.3%，去年同期 9.7%，70 个大中城市二手

住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4.1%，前值 4.0%，去年同期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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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投资下行压力仍存。在结构性去杠杆的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将下

行但结构上有所分化，其中基建投资及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而制造业投资震荡上行。

基建投资增速维持在较低水平，合规的 PPP 项目可能加快落地，但地方政府负债和新

增社融难有明显改观。制造业和民间投资大幅回升的可能性较小，供给侧改革带来的

盈利改善，内外需稳固的大背景下，制造业和民间投资整体回升但出现分化。房地产

投资增速预期逐渐回落，未来信用收紧对地产企业融资有较大冲击，土地购置费增速

高位回落，前期土地购置滞后计入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效应正在消退。 

3．消费增速超预期回落，汽车销售大幅下滑 

社消零售增速再创新低。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 8.5%，前值 9.4%，
去年同期 10.7%，均创下 2003 年以来的新低。季调后，社零环比仅增长 0.29%，同样

为 2013 年以来最低。 

必需消费普遍下滑，可选消费好坏参半。5 月必需消费增速继续全线回落，其中

食品烟酒类增速降至 6.8%，日用品类增速降至 10.3%，反映居民举债买房透支购买力、

抑制消费。5 月可选消费增速涨跌互现，其中占比最高的汽车类零售增速大幅下滑转
负至-1%，前值 3.5%，去年同期 7%，占比次高的石油及制品类增速小幅上升至 14%，

前值 13.3%，去年同期 9.1%，地产相关的家电、家具、建材类增速涨多跌少。 

网上零售依旧高增。1-5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速 30%，前值 31.2%，占社

消零售总额的比重已经达 16.6%，前值 16.4%，反映新业态正在蓬勃发展。 

展望：预期稳中有升。伴随着通胀略回升以及 6.18 活动对网上销售的带动，6 月

社零增速预期回升。汽车销费的明显回落，或与 7 月起汽车进口关税下调带来的等待

性消费有关，预计 7 月后有所改观，年内消费增速将呈现前低后高。 

4．出口保持稳定，进口延续高增 

进出口超预期。5月进出口总值（按美元计）同比增长 18.5%，前值 16.6%，去年

同期 10.3%，贸易帐顺差 249.2 亿美元，前值 283.8 亿美元，市场对中美贸易战的担

忧，造成规避关税的贸易抢跑效应明显。 

出口受汇率和季节因素影响虚高。5月份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12.6%，前值 12.7%，

去年同期 7.6%，但以人民币计价出口同比增速仅 3.2%，去年同期 15.5%，加上季节因

素的影响，以人民币计价的季调 5 月出口增速仅为 1.1%，前值 4.5%。 

进口延续高增长。4 月进口同比增长 26%，前值 21.5%，去年同期 15%，一方面，

PMI 和高频数据显示内需继续回升，另一方面，积极扩大进口政策可能支撑进口。 

展望：进出口预期分化。5 月新出口订单指数止住颓势，外贸出口先导指数保持

相对稳定。但外需存在回落压力，5 月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 PMI 下滑，美国经济继续

表现强劲，欧元区和日本经济有放缓趋势。7 月 1 日起降低日用消费品、降低汽车整
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未来可能还会继续出台降低关税政策。 

5．CPI增速平稳，PPI增速回升 

CPI 增速平稳，食品与非食品继续分化。5 月 CPI 同比增长 1.8%，前值 1.8%，去

年同期 1.5%，环比继续下跌 0.2%，前值-0.2%，去年同期-0.1%。食品价格上涨 0.1%，
猪肉依然是最大拖累，非食品价格上涨 2.2%，医疗保健和居住是主力，支撑 CPI 企稳。 

PPI 增速回升，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保持上行。5月 PPI 同比增长 4.1%，前值 3.4%，

去年同期 5.5%。除石油开采和加工业近期大幅上涨，年初以来造纸及纸制品、化学纤

维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环比增速持续为正，涨幅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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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通胀压力可控，PPI 预期回落。食品项最主要的拖累猪价或走出低位，夏

季鲜菜、鲜果类价格或上升支撑食品项价格，非食品项原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将进一步

显现，预期二三季度通胀小幅上扬。2017 年下半年 PPI 基数较高，原油价格持续上涨

的可能性不大，三季度生产需求或相对回落。 

6．财政收入小幅回落，财政支出强度趋弱 

财政收入小幅回落，主因税收收入下降。5 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9.7%，前值 10%，

去年同期 3.7%。其中，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12.8%，低于 4 月的 14.6%，消费税、进口

相关税和两项所得税收入增速均有所降低；非税收入同比下降 12.8%，跌幅较 4月（同

比下降 18%）收窄 5.2 个百分点。 
财政支出增速放缓，政府性基金收支保持高速增长。5月，财政支出同比仅增长

0.5%，前值 7.8%，去年同期 9.4%。1-5 月累计支出占全年预算 39.4%，高于去年同期

的 37.6%，体现今年财政支出节奏较快。1-5月政府性基金收支仍保持高速增长，其中

1-5月收入同比增长 39%，支出同比增长 45.8%。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维持高位，

1-5月收入同比增长 45.9%，支出同比增长 51%。 
展望：减税加大力度，支出进度加快。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将从扩大政府投资向

减税过渡，5 月已经实施增值税减税政策，7月将降低相关进口商品关税。后续经济压

力显现，预计 6-7月财政收入增速回落，但财政盈余较大，财政支出尚有空间。 

7．新增信贷稳定增长，M2增速小幅反弹 

新增人民币贷款稳定增长。5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2.6%，前值 12.7%，

去年同期 12.9%。4 月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15万亿元，同比多增 400 亿元。 

住户部门，新增贷款同比多增 37 亿元，其中新增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 403 亿元，中长

期贷款在房贷收紧的约束下呈回落态势，新增居民短期同比多增 440 亿，居民零售仍

是银行业务重点方向，违规流向房地产市场存疑。企业部门，票据融资同比多增 2916

亿元，创 2016 年 9月以来最高值，年初以来信用违约事件频发，银行对于民企信贷审

批较为谨慎，可能以票据融资代替一般贷款。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同比少增 406

亿元，特别是短期贷款同比减少 3057 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同比多增 768 亿元。 

新增社融超预期下降。5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0.76 万亿元，同比少增 3022

亿，超预期下滑，四月中下旬后利率债收益率震荡上行，叠加信用事件频发，中低评

级信用债发行利率大幅上行，企业发债意愿降低，是社融超预期收缩的主要原因。除

此之外非标融资亦持续萎缩，金融去杠杆背景下表外融资向表内回归的趋势在延续。

其中，表内融资继续保持平稳，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1.14万亿元，同比

少增 380 亿元。表外融资继续下滑，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 3项

新增共减少 4215 亿元，同比多减 4505 亿元，冲击最大的为民企。直接融资同比大幅
增长，主要源于债券收益率下行带动的债券融资高增，企业债券净融资同比少减 2054

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同比少增 20亿元，仍比较低迷。 

M2增速与上月持平。5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 8.3%，前值 8.3%，去

年同期 9.1%。4 月下旬央行定向降准置换 MLF，虽提升了货币乘数，但释放的基础货

币较为有限，对广义流动性的改善并不明显。从存款结构上看，新增人民币存款同比
多增 1900 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同比多增 917 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分别同比

多增 983 亿元，财政性存款、非金融企业存款分别同比少增 1685 亿元、933 亿元。 

展望：由于“去杠杆”的大背景及资产新规影响下，年初至今社融已经明显萎缩，

企业资金面压力较大，信用市场风险不断暴露，过渡期非标融资转移到表内融资尚需

时日，实体经济资金明显偏紧，社融增速将继续维持低位，央行再次降准可能性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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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金融数据  

指标名称 2017-05 2017-12 2018-01 2018-02 2018-03 2018-04 2018-05 同比多增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同比  12.90  12.70  13.20  12.80  12.80  12.70  12.60   

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当月值  11,100.00  5,844.00  29,000.00  8,393.00  11,200.00  11,800.00  11,500.00  400.00  

票据融资：当月值  (1,469.00) 1,403.08  347.00  (775.00) (118.81) 23.00  1,447.00  2,916.00  

居民户:当月值  6,106.00  3,294.00  9,016.00  2,751.00  5,733.00  5,284.00  6,143.00  37.00  

短期:当月值  1,780.00  181.00  3,106.00  (469.00) 2,032.00  1,741.00  2,220.00  440.00  

中长期:当月值  4,326.00  3,112.00  5,910.00  3,220.00  3,770.00  3,543.00  3,923.00  (403.00) 

非金融公司及其他:当月值  5,661.00  2,432.00  17,800.00  7,447.00  5,653.00  5,726.00  5,255.00  (406.00) 

非金融公司:短期:当月  2,472.00  (984.00) 3,750.00  1,408.00  829.00  737.00  (585.00) (3,057.00) 

非金融公司:中长期:当月  4,396.00  2,059.00  13,300.00  6,585.00  4,615.00  4,668.00  4,031.00  (365.00)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  (626.00) (47.00) 1,862.00  (1,795.00) (208.00) 685.00  142.00  768.00  

社会融资规模: 当月值  10,630.89  11,398.12  30,610.29  11,671.44  13,545.87  15,604.75  7,608.00  (3,022.89) 

新增人民币贷款:当月值  11,780.36  5,769.49  26,850.25  10,199.49  11,424.57  10,987.35  11,400.00  (380.36) 

新增外币贷款:当月值  (99.33) 169.14  266.40  86.26  139.38  (25.58) (228.00) (128.67) 

新增委托贷款:当月值  (277.68) 601.49  (713.95) (750.19) (1,850.03) (1,481.28) (1,570.00) (1,292.32) 

新增信托贷款:当月值  1,812.44  2,245.17  454.84  660.29  (356.90) (94.22) (904.00) (2,716.44) 

新增未贴现银行承兑 票:当月值  (1,245.02) 676.46  1,437.35  105.73  (322.59) 1,453.59  (1,741.00) (495.98) 

企业债券融资:当月值  (2,487.74) 343.11  1,222.28  643.98  3,516.74  3,776.13  (434.00) 2,053.74  

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 :当月  457.84  791.96  499.77  379.01  404.22  532.89  438.00  (19.84) 

M0:同比  7.30  3.40  (13.80) 13.50  6.00  4.50  3.60   

M1:同比  17.00  11.80  15.00  8.50  7.10  7.20  6.00   

M2:同比  9.10  8.10  8.60  8.80  8.20  8.30  8.30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同比  9.20  9.00  10.50  8.60  8.70  8.90  8.90   

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存款:当月值  11,100.00  (7,929.00) 38,600.00  (3,011.00) 15,100.00  5,352.00  13,000.00  1,900.00  

居民户:当月值  1,249.00  7,797.00  8,676.00  28,700.00  5,324.00  (13,200.00) 2,166.00  917.00  

非金融公司:企业:当月值  1,072.00  13,293.00  221.00  (24,000.00) 11,679.00  5,456.00  139.00  (933.00) 

财政存款:当月值  5,547.00  (12,330.00) 9,809.00  (5,287.00) (4,802.00) 7,184.00  3,862.00  (1,685.00)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  1,161.00  (9,129.00) 15,900.00  3,125.00  (4,125.00) 3,618.00  2,144.00  983.00  

8．人民币汇率震荡走弱，外汇储备环比下降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震荡走弱。5月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为 6.3758，较上月贬值
783bp，源于美元指数强势反弹。但本轮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幅度明显小于美元指数涨幅，

我国国际收支仍持续保持基本稳定状态，人民币汇率具有相当的韧性。 

外汇储备保持稳定。5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为 31106 亿美元，较上月减少 142 亿

美元，连续 8个月稳定在 31000 亿美元以上。主要受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下跌以及资

产价格总体上涨的综合影响，国内外汇市场延续平稳运行态势。 
展望：美联储加息后，美债收益率仍有上涨的空间，未来中美利差可能进一步收

窄，美元指数进一步走强，中美两国不同的经济周期，导致了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压

力挥之不去，必须要采取协调的货币政策、资本管制、汇率政策来规避汇率风险。 

二、宏观政策回顾及展望 

1．宏观政策回顾 

防范债务风险。5月 18 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下发《关于完善市场约束机制严

格防范外债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的通知》，严禁企业以各种名义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

及其所属部门为其市场化融资行为提供担保或承担偿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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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5月 9日，发改委等发布《关于做好 2018 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

确保完成 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任务。5月 11 日，财政部印发《地

方财政预算执行支出进度考核办法》。5月，各地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出台，至少 25

省份对外公布重大项目投资计划，吉林等逾 10 省份投资总规模均超过万亿元。 

扩大开放。5月 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采取措施将企业开办时间和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时间压减一半以上。5月 23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以开放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5月 3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积极有效利

用外资的措施，决定较大范围下调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 

金融监管。5月 4日，银保监会等引发《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

序有关事项的通知》，以进一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防范金融风险。5月 4日银保监
会发布《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商业银行对非同业单一客户的贷款余额

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 10%。监管机构正在起草金融控股公司管理细则，将首次要求金

融控股公司必须获得中国央行颁发的金融控股公司牌照。5月 16 日银保监会召开“深

化整治银行业和保险业市场乱象工作推进会议”，针对治理不健全、违反宏观调控政

策、交叉性金融产品违规套利、编制提供虚假保险资料等乱象。5 月 18日，国务院国
资委等发布《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强化对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变动行为

的规范。《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日前披露，根据商业银行特点设定了差异

化的定量监管标准，自 7月 1日起施行。银保监会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联合授信管

理办法（试行）》，建立健全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企业信用风险整体管控机制。 

2．宏观政策展望 

面对贸易摩擦加剧、新兴市场资本流出与金融市场动荡等不利的外部环境，我国

经济出现了投资消费内需下滑、外需不稳增长乏力、信用违约频发、金融市场低迷等

问题。面对如此困境，预计未来供给侧改革、财政货币政策可能会有所微调，但幅度

不会特别大，年内来看“防风险、去杠杆”的重要性仍高于“稳增长”。 

供给侧改革方面。2015 年开始“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改革已有三年，去产能、

去库存基本完成，去杠杆正从金融向经济延伸，今年的重点在于“降”（财政的减税

降费、货币的定向降准）和“补”（扶贫攻坚、全方位严监管、重大科技攻关）。未

来关注点包括：一是解决美方贸易摩擦诉求下的，新能源、光伏等产业补贴政策调整，

会不会如同钢铁、煤炭去产能一样带来上游行业盈利改善。二是银保监会领导明确无

论是对企业、对金融机构还是对政府的“去杠杆”工作都还将延续，此轮金融去杠杆

对上市公司、房地产企业、城投平台和民营企业融资均产生了较大的阵痛，下半年经

济去杠杆政策仍会延续。 

财政政策方面。积极财政政策的两大手段即“增支+减税”，上半年财政政策的一

个重点在于“减税”，下半年，在信用收紧、城投缩量的背景下，为遏制基建投资下
滑趋势，财政“增支”手段料将发力，一方面，实际财政收入增速于年初以来略超预

期，累计财政盈余规模可观，且预算内财政的调节项资金理论上仍有空间(政府性基金

等口径调入结转结余项资金)。另一方面，专项债发行或超 1.35 万亿的空间主要集中

于下半年，清库后 PPP 投资推进，下半年开工将有提速。 

货币政策方面。今年以来，央行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流动性投放以维稳资金面，尤
其是定向降准、“MLF 扩抵+MLF 续做”组合成为关注焦点。并非量化宽松的开启，而

是重点着意于稳定年中流动性环境，符合年初政治局会议中强调的“结构性去杠杆”

的思路。在防风险为主的背景下，通过政策工具组合创新进行流动性结构性调节或将

成为下一阶段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思路。利率方面，6月 14 日美联储加息后，央

行并未如市场普遍预期跟随上调货币市场操作利率，这主要基于稳增长的权衡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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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预计未来央行将根据我国国内经济形势及其

他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择机对利率进行适当调整。 

主要宏观经济数据及展望 

指标 2017-05 2018-04 2018-05 展望 

工业生产 

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 6.50  7.00  6.80 → 

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 6.70  6.90  6.90 ↘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同比 24.40  11.60 15.00  

景气指数 
PMI 51.20  51.40  51.90 → 

非制造业 PMI:商务活动 54.50  54.80  54.90 ↗ 

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8.60  7.00  6.10 ↗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6.83  8.40  8.10 → 

制造业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5.10  4.80  5.20 ↗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含电力):累计同比 20.90 12.40  9.40 ↗ 

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8.80  10.30  10.20 ↘ 

房屋施工面积:累计同比 3.10  1.60  2.00  

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同比 9.50  7.30  10.80  

房屋竣工面积:累计同比 5.90 -10.70  -10.10  

本年购置土地面积:累计同比 5.30  -2.10  2.10  

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 14.30 1.30  2.90  

商品房销售额:累计同比 18.60  9.00  11.80  

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 -8.50  -16.00  -15.20  

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合计:累计同比 9.90 2.10  5.10  

土地成交价款：累计同比 32.3 13.60  16.0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当月同比 9.7 5.30  5.40  

70 个大中城市二手住宅价格指数:当月同比 7.8 4.00  4.10  

消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 10.70  9.40  8.50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 10.30  9.70  9.50  

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 10.00 9.60  9.30  

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 12.20  10.70  10.50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累计同比 26.50  31.20  30.00  

零售额:汽车类:当月同比  7.00 3.50  -1.00  

进出口 

进口金额:当月同比 14.00 21.50  26.00 ↗ 

出口金额:当月同比 7.57 12.90  12.60 ↘ 

进出口金额:当月同比 8.63  16.70  18.50  

进口金额:累计同比 19.26  19.60  21.00  

出口金额:累计同比 7.10  13.70  13.30  

进出口金额:累计同比 12.32  16.50  16.80  

物价 

CPI:当月同比 1.50  1.80  1.80 ↗ 

CPI:环比 -0.11  -0.20  -0.2  

PPI:全部工业品:当月同比 5.50  3.40  4.10 ↘ 

PPI:全部工业品:环比 -0.30  -0.20  0.40  

财政 

公共财政收入:当月同比 3.70  11.00  9.70 ↘ 

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同比 10.03  12.90  12.20  

公共财政支出:当月同比 9.41  8.20  0.50 ↗ 

公共财政支出:累计同比 14.68  10.30  8.10  

财政收支差额:当月值 -841.35  3,777.00  628.00  

外汇 
平均汇率:美元兑人民币 6.8827 6.2975  6.3758 ↘ 

官方储备资产:外汇储备 30,535.67  31,248.52  31106.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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