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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 2 月份数据看中国经济趋势变化】

根据央行发布的数据，2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223.6 万

亿元， 同比增长 10.1%，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 0.7 个

和 1.3 个百分点； 狭义货币（M1）余额 59.35 万亿元，同比增

长 7.4%，增速比上月末低 7.3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 2.6 个

百分点。同时，2 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291.36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3.3%。2 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71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

多 8392 亿元。社会融资和货币发行两个月度数据全面高于预期，

给 2021 年经济增长预期带来乐观的前景。

从货币发行情况看，M1 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应该与去年疫

情爆发带来的干扰，以及春节假期的时点不同有很大关系。虽然

M1 的波动，可能意味着终端消费的不足（有“就地过节”因素影

响），但 M2 增速回升，实际上扭转了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回落

趋势，表明投资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活跃。2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1.36 万亿元，同比多增 4529 亿元；人民币存款增加 1.15 万亿

元，同比多增 1294 亿元，都有显著的回升。这一方面表明金融

活动的活跃，而人民币存款增加，特别是居民存款增加，给未来

消费增长提供了空间。

从利率变化而言，2 月份的市场利率有所上升，意味着在总

体货币和金融供应增加的情况下，流动性需求的快速增加还没有

被满足。2月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 2.06%，分别比上月和上

年同期高 0.28 个和 0.23 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

2.1%，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高 0.03 个和 0.29 个百分点。利率

回升，显示市场出现了“钱紧”。从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情况

看，的确都对资金有明显需求，这也是近期政策官员警告市场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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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上升带来掣肘，因此通胀显著上升的压力并不大。就全年而言，

CPI 不会突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 3%的目标。虽然目前石油

价格和工业原料价格有了明显的上涨，会持续推动 PPI 向上突

破，但向消费品价格传导的过程中，通过供应增加和产业效率提

升，可能会消化一些原材料涨价的压力；另外，原料价格压力也

会随出口增加而向外传导一部分。经济恢复同样会带来生产供应

的改善和产能的释放，会缓解价格压力。因此，对全年的趋势而

言，整体对 CPI 的影响仍属温和。

从货币、金融、物价的数据变化来看，整体经济需求改善实

际上超过预期。一方面，货币的增加、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虽

然带来一些资本市场的泡沫，但推动了信贷和直接融资，表明社

会经济活动正日益活跃，将带来就业水平的回升，从而向终端消

费传导。另一方面，价格变化，特别是服务业价格的提升，表明

市场对服务业为主的需求正在明显改善，将推动服务业从疫情中

尽快恢复。同时，在全球疫情逐渐消褪的情况下，外部需求改善

正带来出口增长。虽然资本市场会担心美国为主的全球通胀上升，

但就实体而言，美国经济的有效改善将带来新的需求，同样有望

使得中国从中获益。因此，就经济增长目标而言，今年突破 6%的

“稳增长”目标几乎没有难度，这给经济结构调整和防范金融风

险带来了空间。

货币金融数据的超预期增长，给中国带来一些通胀压力，同

时也意味着需求恢复情况较为乐观。前 2 个月的经济数据显示，

中国经济恢复比较顺利，为全年经济增长在低基数之下突破 6%的

目标，打下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基础。不过，衡量中国经济的真正

恢复不能只看今年，仍然要“看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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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 2 月 PPI 创下两年来同比最大涨幅】

近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了 2021 年 2 月份全国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2

月份 CPI 和 PPI 环比涨幅均有所回落，CPI 同比降幅收窄，PPI 同

比涨幅扩大。从环比看，CPI 上涨 0.6%，涨幅比上月回落 0.4 个

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1.6%，涨幅回落 2.5 个百分点，影

响 CPI 上涨约 0.30 个百分点。

由于生猪出栏持续恢复，猪肉价格由上月上涨 5.6%转为下降

3.1%。居民就地过年，文娱消费需求有所增加，电影及演出票价

格上涨 13.0%；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影响，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

涨 3.4%和 3.7%。PPI同比上升 1.7%，升幅高于彭博社预期的 1.5%，

比 1 月份的 0.3%扩大了 1.4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PPI 上涨

0.8%，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主要行业中，从同比来看，

价格涨幅扩大的有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 14.1%，扩

大 4.2 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 12.1%，扩

大 3.2 个百分点；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上涨 10.9%， 扩大 1.8 个

百分点；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上涨 4.0%，扩大 2.8 个百

分点。彭博社的评论文章认为，中国 PPI 的上涨使全球通胀的压

力进一步增加。

3. 【低基数下中国 1-2 月出口额迎来激增】

近日，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中国前 2 个月出口总

额迎来大幅增长。按美元计价，前 2 个月，中国出口总值 4688.7

亿美元，增长 60.6%；贸易顺差 1032.5 亿美元，去年同期为逆差

72.1 亿美元。 按人民币计价，今年前 2 个月，中国货物贸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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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3.06 万亿元，增长 50.1%。其中，中国 2 月出口总额为 2048.5

亿美元，增长 154.9%。从 2 月的出口表现来看，“就地过年”推

动了出口的大幅增长。海关统计显示，前 2 个月，中国对东盟、

欧盟、美国、日本分别进出口 7862 亿、7790.4 亿、7163.7 亿和

3492.3 亿元，分别增长 32.9%、39.8%、69.6% 和 27.4%，东盟为

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从大宗商品来看，前 2 个月， 中国进口

铁矿砂 1.82 亿吨，增加 2.8%，进口均价为每吨 942.1 元，上涨

46.7%；原油 8956.8 万吨，增加 4.1%，进口均价为每吨 2470.5 元，

下跌 27.5%；煤 4112.6 万吨，减少 39.5%，进口均价为每吨 415.6

元，下跌 19.7%。值得注意的是，备受国际关注的中国 1-2 月稀

土出口量为 7068 吨，比去年 1-2 月同期数量增长了 28.8%，但

金额增长了 85.5%，表明稀土出口产品的附加值结构可能产生了

变化。海关总署称，前 2 个月外贸进出口增幅明显、“淡季不淡”，

延续了去年 6 月份以来进出口由负转正、持续向好的态势，欧美

经济复苏导致外需增长，国内经济持续恢复，去年受疫情影响基

础较低都是今年大幅增长的原因。

4. 【工程机械销量剧增折射基建投资复苏力度】

3 月 9 日，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1 年 2

月挖掘机销量为 28305 台，同比增长 205%；其中国内 24562 台，

同比增长 256%； 出口 3743 台，同比增长 57.9%。2021 年 1-2

月，共销售挖掘机 47906 台，同比增长 149%；其中国内 40588 台，

同比增长 177%；出口 7318 台，同比增长 60.7%。数据还显示，

2021 年 1-2 月，中国各类装载机销量为 16561 台，同比增长

74.3%。第一商用车网数据显示，2021 年 2 月中国重卡市场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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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救助安排。2020 年中国出台新政，下达 2000 亿元人民币

地方专项债额度用于注资中小银行，主要用于补充风险较高的农

村商业银行、农信社等。一位了解情况的人士称，今年用于补充

银行资本的专项债额度还将继续扩大，因为 2000 亿解决不了问

题。此外，未来还需完善相关机制以确保政策落地见效。业内建

议，应考虑多重因素建立合理的专项债额度分配标准，精准选择

资本补充对象。

7. 【中国“十四五”规划重新聚焦先进制造业】

3 月 5 日，中国公布“十四五”规划草案中指出，到 2025 年

通过八个优先领域提升其制造业能力，计划的重点是稀土和特殊

材料，机器人技术，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高端

医疗设备和创新技术。此外，还包括医药，疫苗，农业机械，造

船，航空和高铁的主要设备以及中国北斗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工

业应用。中国政府在草案中表示，必须保持制造业在整体经济中

的份额稳定，增强中国在该领域的竞争优势。《南华早报》报道

称，多年前，受欧美方面的影响，中国政府淡化了“中国制造 2025”

的战略；如今，中国重新聚焦于先进制造业，反映出中国政府决

心对该行业进行高科技转型。这将有助于抵消不断上升的生产成

本，增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并增强中国对美国的竞争力。根据新的规划，中国将在未来五年

内解决关键部件、软件、材料和基础系统方面的薄弱环节。报告

称，中国将发展“更创新、更安全、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价值链，

帮助提高“高铁、电气设备、新能源和造船”方面的竞争力。报

告还指出，“价值链的关键部分”必须留在中国。此外，该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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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预计，新兴产业将增加显著的经济价值，从 2021 年到 2025

年，这些产业将占到中国 GDP 的 17%。中国还会更快推出 5G 移

动网络，在十四五期间将用户渗透率提高至 56%。在会议期间，

中国总理李克强强调了科技创新惠及多个行业的重要性。值得一

提的是，今年在政府的工作报告中 23 次提到“技术”，高于去

年的 9 次。

8. 【美股可能重蹈 2008 年覆辙】

近日，有“末日博士”之称的著名美国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

比尼发表《新冠时代的泡沫》（The COVID Bubble）一文称，美国

股市存在严重泡沫，接下来可能会重蹈 2008 年金融危机的覆辙。

他认为，当今美国经济最大的风险在于经济不平等。美国经济正

在经历 K 型复苏，意味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所谓的“解决之

道”，即“金融民主化”，只能重蹈 2008 年的覆辙：当时是次级

抵押贷款酿成的次贷危机，如今，则是一群自以为是“英雄”的

散户疯狂加杠杆，去炒作那些分文不值的股票——结果都是一样

的：底层民众的财务处境更加艰难。鲁比尼认为，即便民主党在

积极推进 1.9 万亿美元的刺激方案，希望把更多的支票发到民众

手上，但是，由于多数民众要用这些钱来还拖欠已久的房贷、房

租、水电费等等，真正能够起到刺激消费作用的只有三分之一。

在鲁比尼看来，如今的美国市场非常脆弱，庞大的个人和公司债

务规模，是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退出当前刺激政策的主要障碍。

鲁比尼表示，美股的市盈率与 1929 年和 2000 年泡沫破灭之前

的泡沫一样高。在不断攀升的杠杆率与 SPAC、科技股和数字货币

制造的泡沫中，市场出现了狂热情绪。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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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担心，如果这个时候退出刺激政策，市场将立即崩溃。随着公

共和私人债务的增加，货币正常化也备受阻碍，中期出现滞胀的

可能性以及资产市场和美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继续增加。

本期发：集团领导，各部门、分（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