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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市场短期仍将我行我素（暂与其它方面关系不大，注意力在各个品种自身上）， 
总体上，大宗商品市场焦点集中可能会在8月份左右。 

1、 工业品仍在箱体或者延续近期的各种震荡基础。 
6月份存在商品指数反弹收阳的基础，但仍为一定范围之内； 
7可能回落，但力度一般而言有限，构成检验期或等待市场评估是否有新因素； 
此后，焦点集中在8月份的市场； 

2、 困局中的农产品。大部分因为缺乏自身动力因素，继续弱势，从而价格被动受影响最大地让位给了
洋鬼子期货市场。 
其中，也存在差异。一部分主要靠近工业加工原料属性的农产品，更类似、接近工业品价格的

变动特征；另一部分更接近直接消费的农产品，表现最弱，且仍处于可能进一步下跌段的过程中（如
一部分正在破位的农产品），直到后期收尾，也可能焦点集中在8月份左右去等待市场新评估。 

■ 免责条款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倍特期货研发中心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

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
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本报告属于公开内容，如传播请尽量以整体文件方式；如引用、转载，需符合原
文原意及特定所指，造成误解者需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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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 业 ●  ● 要 素 ●  ● 市 场 ● 

 

中国经济微观领先指标—采购经理指数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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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充足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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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造
业
P
M
I
之
主
要
原
材
料
库
存
指
数
%

-550
-520
-490
-460
-430
-400
-370
-340
-310
-280
-250
-220
-190
-160
-130
-100
-70
-40
-10
20
50
80
110
140
170
200
230
260
290
320
350
380
410
440
470
500

月 度

制
造
业
主
要
原
材
料
库
存
的
充
足
度
指
标

PMI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指数 文华商品期货综合指数
原料库存充足度 0线
期货价格指数均线1 期货价格指数均线2

3 4

 



 

                    倍特期货研发中心       4 

中国建筑业PMI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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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微观经济要素与市场均衡 ● 

微观定价与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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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均衡与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综合指数

80
85
90
95

100
105
110
115
120
125
130
135
140
145
150
155
160
165
170
175
180
185
190
195
200
205
210
215
220
225
230
235
240
245
250
255
260
265
270
275
280
285

20
04
年
12
月

20
05
年
03
月

20
05
年
06
月

20
05
年
09
月

20
05
年
12
月

20
06
年
03
月

20
06
年
06
月

20
06
年
09
月

20
06
年
12
月

20
07
年
03
月

20
07
年
06
月

20
07
年
09
月

20
07
年
12
月

20
08
年
03
月

20
08
年
06
月

20
08
年
09
月

20
08
年
12
月

20
09
年
03
月

20
09
年
06
月

20
09
年
09
月

20
09
年
12
月

20
10
年
03
月

20
10
年
06
月

20
10
年
09
月

20
10
年
12
月

20
11
年
03
月

20
11
年
06
月

20
11
年
09
月

20
11
年
12
月

20
12
年
03
月

20
12
年
06
月

20
12
年
09
月

20
12
年
12
月

20
13
年
03
月

20
13
年
06
月

20
13
年
09
月

20
13
年
12
月

20
14
年
03
月

20
14
年
06
月

20
14
年
09
月

20
14
年
12
月

20
15
年
03
月

20
15
年
06
月

20
15
年
09
月

20
15
年
12
月

20
16
年
03
月

20
16
年
06
月

20
16
年
09
月

20
16
年
12
月

20
17
年
03
月

20
17
年
06
月

月  度

全
球
标
杆
—
—
中
国
商
品
期
货
市
场
综
合
指
数

-900
-850
-800
-750
-700
-650
-600
-550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700
750
800
850
900
950
1000
1050
1100
1150
1200
1250
1300
1350

数据：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中国期货市场

中
国
制
造
业
P
M
I
扩
张
指
数

中国商品期货文华综合指数 中国商品期货工业品综合指数
中国商品期货农产品综合指数 中国制造业PMI扩张指数
制造业原材料库存扩张指数 制造业产成品库存扩张指数

制造业采购量扩张指数 制造业进口扩张指数
非制造业存货扩张指数

 



 

                    倍特期货研发中心       7 

微观经济要素均衡与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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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解读2017年5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2017年5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一平一升 
来源：国家统计局    发布时间：2017-05-31 09:30 

 
一、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保持扩张态势 

 

5月份，制造业PMI为51.2%，与上月持平，高于去年同期1.1个百分点，连续8个月位于51.0%以上的扩张区间，制造业继续保持平稳增长的发展态势。 

 

主要特点： 

 

一是市场供需两端持续扩张。生产指数为53.4%，低于上月0.4个百分点，但比去年同期上升1.1个百分点，生产增长总体稳定。新订单指数为52.3%，与

上月持平，高于去年同期1.6个百分点，其中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7%，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国内外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二是消费品制造业增速有所加快。消费品制造业PMI为53.8%，分别高于上月和制造业总体1.6和2.6个百分点。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服装服饰业、

医药制造业等行业PMI均位于54.0%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三是中小型企业活力有所增强。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针对中小型企业的减税降费、金融服务等政策效应有所显现，企业生产经营持续改善。本月中、小型企业

PMI为51.3%和51.0%，分别高于上月1.1和1.0个百分点，其中小型企业PMI连续3个月上升，年内首次回升至扩张区间。 

四是企业对市场预期较为乐观。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6.8%，分别高于上月和去年同期0.2和1.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生产经

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8.7%和59.1%，分别高于上月0.3和0.2个百分点，企业对行业未来发展信心有所增强。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等因素影响下，本月主

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继续回落，分别为49.5%和47.6%。 

 

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有所上升 

 

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5%，比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高于去年同期1.4个百分点，非制造业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增速有所加快。 

服务业较快增长。 

商务活动指数为53.5%，分别高于上月和去年同期0.9和1.5个百分点，服务业增速有所加快。从行业大类看，零售、铁路运输、航空运输、邮政、电信广

播电视和卫星传输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59.0%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业务总量呈快速增长态势。道路运输、装卸搬运仓储、证券、房地产等行业商务活动

指数在临界点以下，业务总量有所减少。从需求和预期看，新订单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0.3%和59.2%，分别比上月上升0.6和0.4个百分点，市场需求稳

定增加、预期向好，服务业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建筑业高位运行。 

随着对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领域投资力度的加大，建筑业市场需求不断增长，企业生产活动比较活跃。商务活动指数为60.4%，虽比上月回落1.2个百分点，

但仍高于去年同期1.0个百分点，连续9个月位于60.0%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从劳动力需求看，从业人员指数为52.4%，比上月和去年同期上升0.5和2.5个百

分点，连续两个月上升，建筑业企业用工量继续增长。从市场预期看，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5.8%，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企业对未来行业发展保持

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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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份非制造业PMI显示：经营活动增速加快，需求小幅回升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  武 威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的2017年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八个月保持在54%以上，环比上升0.5个百分点，

达到54.5%，表明非制造业经营活动增速加快。分项指数变化显示，新订单指数环比小幅回升，连续九个月运行在50%以上；投入品价格指数连续五个月环比回落；

从业人员指数稳定在49%左右；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上升。综合指数变化，非制造业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空间有望继续拓展。 

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的回升拉动了非制造业整体指数的上升。今年以来，服务业保持了较快发展趋势，且整体水平要好于去年同期，1-5月服务业商务活动

指数均值为53.4%，较去年同期上升近1个百分点，表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在进一步增强。细分数据显示，有利于经济稳中向好的积极因素在不断积累，

表现在： 

 

企业经营稳步推进。反映企业采购活动的批发业供需表现活跃，商务活动指数和新订单指数较上月均有明显上升，表明企业采购趋于活跃。从今年指数走势

来看，与往年批发业每月升降波幅大幅变化的走势不同，1-5月批发业商务活动指数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稳定运行的趋势，连续11个月运行在50%以上，且今

年增势更为稳定，指数均值较去年同期有明显提升，波动幅度也低于去年同期，表明企业经营经营活动保持着稳步推进的发展趋势。 

消费驱动的引领作用继续增强。一是反映居民消费的零售业商务活动指数和新订单指数较上月有较大幅度上升，且1-5月均值水平较去年同期有明显改善；

二是与网络消费相关的邮政寄递活动延续快速发展趋势，商务活动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升至60%以上；三是住宿和景区服务业等与旅游消费相关行业持续活跃，

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上升。 

基础建设投资对稳增长的可持续性在增强。反映基础建设投资进度的土木工程建筑业的商务活动指数环比上升，连续四个月保持在60%上以上。特别是该行

业的新订单指数环比出现大幅上升，预示着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存在持续稳定释放的基础。企业反映情况显示，该行业反映需求减少问题的比重较上月有明显下降。 

房地产调控效应有所显现。在各地房地产相关调控政策逐步加码的背景下，房地产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三个月环比回落，新订单指数创年内阶段性低点，均

在50%以下。同时销售价格上升势头有所放缓，销售价格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落。企业预期也趋于谨慎，业务活动预期指连续两个月回落。指数变化表明房地

产相关调控政策效应有所显现。 

 

总体来看，非制造业活动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没有改变。特别是服务业的良好表现，反映出经济结构升级的动力进一步增强。企业经营稳步推进，消费驱动

的引领作用更为明显。基础建设投资的可持续性也在加强。宏观调控在保持经济稳定运行的同时，要注意保持价格的稳定性，避免价格过快下降。非制造业数据

显示，在投入价格指数持续回落的同时，销售价格指数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回落，建筑业和服务业的销售价格指数均有不同程度回落。要关注价格波动趋势，防

止其过快回落给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