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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51.6%和 51.2%——这

是日前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

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

的 2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

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均持续位于扩张区间，

分别高于上月0.1、0.5和0.2个百分

点，表明我国经济总体继续保持恢

复发展态势，景气水平稳中有升。

制造业市场需求景气度回升

从分类指数看，制造业生产指

数为50.4%，比上月下降0.5个百分

点，但仍高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

生产活动扩张有所放缓；新订单指

数为50.7%，比上月上升1.4个百分

点，重回扩张区间，表明制造业市

场需求景气度回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

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受春

节假期因素影响，制造业生产经营

活动扩张放缓，而新订单指数重回

扩张区间，表明节后制造业市场需

求释放有所加快。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说，随着春节过

后制造业生产活动逐步恢复常态，

近期一系列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

长政策措施落地，企业市场预期进

一步提升，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

为 58.7%，高于上月 1.2 个百分点，

升至近期高点。

从行业情况看，调查的21个行

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均位于

景气区间，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汽车、电气机械器材等行

业连续两个月位于60.0%以上高位

景气区间，相关行业企业对近期市

场发展信心较强。

数据还显示，产业结构调整稳

步推进。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

业PMI分别为53.1%和51.4%，高于

上月1.2和1.1个百分点，新动能继

续发力；消费品行业PMI为51.8%，

高于上月 1.6 个百分点，假日消费

带动作用明显；高耗能行业PMI为

48.3%，低于上月 1.4 个百分点，高

耗能行业景气水平低位运行。

非制造业总体恢复有所加快

数据显示，2月份，非制造业商

务活动指数为 51.6%，比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表明非制造业总体

恢复步伐有所加快。

分行业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

数为57.6%，比上月上升2.2个百分

点。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5%，

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

“2 月份采购计划与 2021 年同

期相比略有增长。”从事钢材采购

已有 10 多年的中铁建工物资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陈阳桥说，比较看好

今年市场终端用钢需求，目前采购

钢材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与安

置房、保障房项目建设。

赵庆河说，受近期稳投资政策

加快推进，部分重大基础设施工程

和项目适度超前开展等因素带动，

建筑业企业对行业发展预期向好。

服务业延续恢复态势，但与往年春

节月度相比，景气水平偏低。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武威

分析称，春节月份批发业淡季回调

以及疫情对部分行业的影响导致

市场需求短期释放动力不足，新订

单指数较上月小幅下降。随着投资

需求释放和疫情影响缓解，以及相

关政策带动下，非制造业有望继续

保持平稳较快运行。

仍需推进助企纾困等政策落实

2 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1.2%，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

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

扩张步伐加快。

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大、中

型企业PMI分别为51.8%和51.4%，

高于上月0.2和0.9个百分点，景气

水平均有所上升。小型企业PMI为

45.1%，低于上月 0.9 个百分点，景

气水平低位回落，意味着小型企业

节后复工复产相对滞后，生产经营

压力依然较大。

赵庆河表示，虽然制造业景气

水平有所回升，但企业生产经营中

仍存在诸多突出问题，反映原材料

成本高、劳动力成本高、资金紧张

问 题 的 企 业 比 重 分 别 为 60.2% 、

36.3%和 32.0%，均比上月有所增

加，当前仍需推进助企纾困等政策

落实，为制造业稳定增长提供有力

支撑。

数据还显示，制造业价格指数

涨幅较大。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

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60.0%和

54.1%，高于上月 3.6 和 3.2 个百分

点，均连续两个月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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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等西

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多轮经济制

裁。与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俄

罗斯遭受的制裁相比，此次制裁

范围更广，手段更多，程度升级，

首轮制裁主要集中在金融业，包

括禁止个人购买俄主权债务、对

俄主要国有银行实施制裁、冻结

受制裁的俄金融机构和个人资产

等。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有所准

备，俄罗斯短期内可动用各种工

具和资源，对冲制裁影响。如果制

裁长期持续，对俄影响不容忽视，

美欧经济也难免遭到反噬。

俄罗斯是世界石油、天然气、

粮食、金属矿产的重要供应国。根

据市场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相关报

告，欧盟进口天然气中约 40%、进

口原油中约 30%来自俄罗斯。对俄

制裁措施将推升已经高企的能源

价格、粮食价格，使西方国家面临

更大的通胀压力。

俄罗斯政治学家、美国研究

专家德米特里·德罗布尼茨基认

为，对俄制裁将严重危及欧洲粮

食安全，因为俄罗斯是欧洲重要

粮食进口来源国，而且近年来，

欧洲的粮食自足能力在持续下

降。

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经济政

策委员会副主席米哈伊尔·杰利

亚金认为，作为反制，俄罗斯很可

能会停止向西方出口重要原材

料，以及粮食和化肥产品。

此外，制裁和反制裁导致的禁

飞禁运限制将推高海运和空运成

本，使得原材料供应更加趋紧，加

剧全球供应链紊乱，进而拖累欧美

经济复苏进程。 （据新华社报道）

稳中有升，2月经济先行指标继续传递积极信号！
文/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魏玉坤

俄应对制裁冲击 美欧经济长期恐遭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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