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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21年 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6

 2021年 2月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1.4

 2021年 2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 0.2%

 2021年 2月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7%

 澳大利亚 2021年 1月失业率跌至 6.4%

 澳大利亚 2021年 1月疫情对家庭影响调查报告

 澳大利亚 2021年 1月新增住房贷款承诺额达历史新高

 澳大利亚 2021年 1月房屋审批数大幅下降

 澳大利亚发布最新双周薪资数据

 澳大利亚 2021年 1月零售额环比上涨 0.5%

 澳大利亚 2021年 2月制造业表现指数升至 58.8

 澳大利亚 2021年 2月建筑业表现指数跌至 57.4

 澳大利亚 2021年 2月服务业表现指数升至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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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6

2月 28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与国家统计局联合

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 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为 50.6%，低于上月 0.7个百分点，连续 12个月位于临界

点以上，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有所回落。

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为 52.2%，比上月微升

0.1个百分点；中、小型企业 PMI分别为 49.6%和 48.3%，

比上月回落 1.8和 1.1个百分点，均低于临界点。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 PMI的 5个分类指数中，

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原材料库存指数、

从业人员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低于临界点。

3月 1日，财新传媒与Markit公司联合公布数据显示，

2021 年 2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录得

50.9，虽然连续第十个月位于扩张区间，但已连降三个月，

降至 2020年 6月以来的最低值，显示制造业复苏边际效应

进一步减弱。

2021年 2月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1.4

2月 28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与国家统计局联合

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 2月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1.4%，较上月回落 1.0个百分点，表明非制造业扩张步伐

有所放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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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日，财新传媒与 Markit公司联合公布数据显

示，2021年 2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服务业

PMI)录得 51.5，延续此前两月的下降趋势，为 2020年 5月

以来最低值。

2021年 2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 0.2%

3月 10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 2

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 0.2%。其中，城市下降

0.2%，农村下降 0.1%；食品价格下降 0.2%，非食品价格

下降 0.2%；消费品价格下降 0.3%，服务价格下降 0.1%。

1—2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 0.3%。

2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 0.6%。其中，城市

上涨 0.6%，农村上涨 0.4%；食品价格上涨 1.6%，非食品

价格上涨 0.4%；消费品价格上涨 0.7%，服务价格上涨

0.4%。

2021年 2月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7%

3月 10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 2

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7%，环比上涨

0.8%；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2.4%，环比上涨

1.2%。1—2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1.0%，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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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2021年 1月失业率跌至 6.4%

2月 18日，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经季

调后，2021年 1月失业率下跌 0.2%至 6.4%，失业人口减少

3.43万人至 87.76万人。就业人口增加 2.91万人至 1293.99

万人，连续第四个月上升。劳动参与率下跌 0.1%至

66.1%。

与上月相比，1月全职就业人口增加 5.90万人至 882.04

万人，兼职人口下降 2.98万人至 411.95万人；青年失业率

(15岁至 24岁人口)维持 13.9%不变，劳动参与率下降 0.2个

百分点至 68.4%。截至 2021年 1月，全年全职就业人口减

少 6.29万人，兼职人口增加 1.73万人，青年失业率增加

1.8%；过去 12个月，兼职工作占就业人口比例增长 0.2%至

32.8%。

1月全澳就业人口比例(15岁及以上的人口就业情况)上

升 0.1%至 61.9%，同比下降 0.7%；就业不足率连续 4月下

跌，下降 0.4%至 8.1%，显示倾向于延长工作时间的兼职员

工人数下降，且降幅高于通常水平。未充分利用率下降

0.6%至 14.5%，比 2020年 3月高出 0.5个百分点。

与上月相比，1月新南威尔士州总就业人数降至 407.52

万人，同期失业人数降至 26.13万人，失业率下降 0.3%至

6.0%，劳动参与率下降 0.3%至 65.3%。

报告指出，澳劳动力市场延续复苏态势。全国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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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就业人口仅比 2020年 3月减少 5.90万人，而疫情早期

共有 87.20万人失业；1月休年假人员多于往常，尤其是全

职岗位，导致了不常见的结果，即经季调后就业人数上

升，而工作时间较上月大幅下降(-4.9%)；近 280万就业人

口工作时间为零，比 2016年 1月增长近 50万人。

澳大利亚 2021年 1月疫情对家庭影响调查报告

2月 22日，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疫情期

间，8%的受访人员称目前正在领取政府疫情补贴，其中

80%的人使用补贴支付家庭账单；4%的受访人员领取留职

补贴，其中 77%报告收入低于正常工资水平。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1月期间，36%的人员因担心疫

情而选择不参加社交聚会，参加社交聚会的大多数澳人

(92%)采取了一项或多项防范措施；65岁及以上人群(62%)

比 18岁至 64岁人群(56%)更有可能避免握手和拥抱等互

动；海外出生人群(38%)比澳本土出生人群(31%)更有可能

在社交聚会上戴口罩。

1月，维多利亚州 95%的受访人员称选择戴口罩，新南

威尔士州为 82%，澳大利亚其他地区为 31%。

该调查于 1月 18日至 31日期间进行，调查范围为澳境

内私人住宅中 18岁以上人员(不包括非常偏远的地区)，统

计样本数为 3004名持续参与调查的人员，回复率为样本的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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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2021年 1月新增住房贷款承诺额达历史新高

3月 1日，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经季节

性因素调整，2021年 1月新增住房贷款承诺额录得 287.5亿

澳元，环比上涨 10.5%，同比上涨 44.3%；企业新增建筑贷

款 14.3亿澳元，环比与同比均录得跌幅 32.9%。

1月，住房贷款再创历史新高。自有住房新增贷款承诺

额录得最高纪录 221.1亿澳元，环比上涨 10.9%，为 2020

年 8月以来最大月度涨幅，同比上涨 52.3%；首次置业者贷

款申请数增长 9.6%至 16664笔，为 2009年 5月以来新高，

同比增长 70.8%；自 2020年 5月触及 20年低点后，投资住

房新增贷款承诺额已回升 62.4%，1月环比上涨 9.4%至 66.4

亿澳元，为 2016年 9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

分地区看，除北领地外，各州区自有住房贷款承诺额

均录得最高水平。经季调后，新南威尔士州自有住房贷款

承诺额环比增长 5.4%至 67.98亿澳元。

2020年 6月，联邦政府推出房屋建筑激励措施后，建

筑贷款承诺额出现创纪录增长；2021年 1月 1日起，政府

提供的房屋建筑赠款减少，在该截止日期前提出的贷款申

请大幅增长，拉动 1月建筑贷款承诺额上涨 15.7%。

澳大利亚 2021年 1月房屋审批数大幅下降

3月 2日，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经季调后，

2021 年 1 月澳房屋审批数录得 15926 套，环比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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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同比上涨 19.0%。其中，继去年 12月创历史最高纪

录后，私人住宅审批数环比下跌 12.2%，同比上涨 38.0%；

不包括住宅(即联排别墅和公寓)在内的私人房屋审批数环比

下降 39.5%，跌至 2012年 1月以来最低。

与上月相比，1月各州房屋审批数均出现下降：昆士兰

州 (-33.3%)、塔斯马尼亚州 (-24.8%)、新南威尔士州 (-

23.2%)、维多利亚州(-13.0%)、西澳大利亚州(-4.1%)和南澳

大利亚州(-0.5%)。各州住宅审批数也都出现下降：新南威

尔士州(-19.0%)、昆士兰州(-19.0%)、维多利亚州(-8.4%)、

南澳大利亚州(-3.7%)和西澳大利亚州(-0.9%)。

1月，建筑物审批总值环比下降 16.8%。住宅建筑总值

下降 17.1%，其中新建住宅建筑审批总值下降 17.8%，住宅

改扩建审批总值下降 12.7%。非住宅建筑审批总值下跌

16.3%。

报告称，去年 12月建房补贴（HomeBuilder）申请数量

激增，加上补贴延长至今年 3月，有望在未来数月继续拉动

私人住宅审批数量。

澳大利亚发布最新双周薪资数据

3月 3日，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月 30日至

2月 13日，全澳带薪岗位数与上一统计周期持平，工资总

额增长 2.1%；男性带薪岗位下降 0.2%，工资总额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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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女性带薪岗位增长 0.1%，工资总额增长 1.8%；新南

威尔士州带薪岗位增长 0.2%，工资总额增长 2.4%。

上述统计期间，录得最大变化的行业为：教育和培训

带薪岗位增加 2.8%，而农业、林业、渔业以及租赁、雇佣

和房地产服务带薪岗位均减少 2.3%；采矿业资总额增加

7.2%，建筑业增加 5.5%。

2020年 3月 14日至 2021年 2月 13日，全澳带薪岗位

下降 1.3%，工资总额下降 0.4%；男性带薪岗位减少

3.5%，工资总额下降 2.7%；女性带薪岗位减少 2.2%，工资

总额增长 1.5%；新南威尔士州带薪岗位下降 1.1%，工资总

额下降 0.9%。

上述统计期间，录得最大变化的行业为：住宿和食品

服务带薪岗位减少 12.4%，教育和培训减少 9.3%；采矿业

工资总额下降 16.1%，住宿和食品服务下降 10.7%

报告称，1月底至 2月中旬，带薪岗位数量保持稳定，

略低于去年同期水平；除维多利亚州和西澳大利亚州外，

所有州区带薪岗位数量均有所增加；疫情爆发第一个月内

流失的带薪岗位，已有约 85%恢复，但截至 2月中旬，全

澳带薪岗位数量仍比疫情开始时低 1.3%。

注：截至 2020年 3月 14日的一周，澳大利亚出现 100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当周数据作为基期，带薪岗位数量

与工资总额水平设定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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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2021年 1月零售额环比上涨 0.5%

3月 4日，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经季

调后，2021年 1月澳大利亚零售额环比上涨 0.5%至 305.12

亿澳元(以现价计)，同比增长 10.6%。

分行业看，食品零售增长 1.6%(1.961亿澳元)，其他零

售增长 1.4%(6440万澳元)，家庭用品零售增长 0.1%(490万

澳元)。服装、鞋类和配饰零售下降 3.6%(-8630万澳元)，

咖啡馆、餐厅和外卖食品下跌 0.8%(-2920万澳元)，百货商

店下跌 0.4%(-640万澳元)。

分地区看，除昆士兰州(-1.5%)外，全澳其他州区零售

额均录得增长。经季调后，西澳大利亚州(2.1%)领涨，维

多利亚州 (1.0%)，塔斯马尼亚州 (1.0%)、新南威尔士州

(0.8%)、北领地(0.6%)、澳大利亚首都地区(0.6%)和南澳大

利亚州(0.4%)零售额继续保持增势。

1 月，网上零售额环比增长 1.6%，占零售总额的

9.1%，高于去年同期的 6.3%。受政府封锁和限购措施影

响，经季调后，食品类商品(4.8%)和非食品类商品(0.3%)网

上零售额较上月均有所增长。

报告指出，每周超市营业额显示，食品类商品恐慌性

抢购仍较为普遍。自去年年中以来，非食品类商品网上零

售额已趋于平稳，但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同比增长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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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2021年 2月制造业表现指数升至 58.8

3 月 1 日，澳大利亚工业集团 (Australian Industry

Group，Ai Group)公布数据显示，2021年 2月澳大利亚制造

业表现指数(PMI)增长 3.5个百分点至 58.8，为 2018年 3月

以来新高，行业复苏动能进一步增强。

本月，6个制造业板块中的 5个位于荣枯线以上，仅金

属制品小幅下滑(下降 0.8至 48.7)。食品和饮料(上升 0.9至

57.3)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建材、木制品、家具和其他制成

品(上升 3.9至 53.4)重回荣枯线以上；机械设备(上升 1.5至

64.1)，纺织品、服装和鞋类及纸张和印刷产品飙升(上升 2.8

至 62.1)，石油、煤炭、化工及橡胶制品(上升 1.1至 63.8)位

于扩张区间高位。

7项活动指数中，6项继续维持扩张态势。或由于销售

指数强劲(上升 15.7至 62.2)，仅成品库存指数出现收缩(下

降 5.6至 48.0)。生产、销售、就业和新订单较去年 12月和

今年 1月均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上升 5.3至 59.9)表明未

来几个月生产将进一步走强。

投入价格指数跃升至长期平均水平以上 (上涨 9.7 至

74.1)，录得 2019年 10月以来新高，表明制造业平均投入

价格增速加快；销售价格微升 0.4至 51.2；平均工资指数去

年因疫情大幅下跌，2月已恢复至较正常水平(上涨 1.8至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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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随着解除活动和跨州旅行限制，新订单增速

加快，受访企业普遍看好未来数月前景；在政府刺激措施

拉动下，农业和住宅建筑领域的客户需求尤其强劲，建材

行业录得 2019年 8月以来首次扩张；部分受访企业表示，

企业即时资产冲销税收减免(高达 15万澳元)有助于增加订

单，特别是澳本土制造的机械和设备。

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仍是企业最担心的问题，受

访企业表示不可预测的需求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加剧，导致

客户对 2021年大额新订单采取观望态度，尤其在金属制品

行业；延迟交货、运费定价和原材料价格等供应链问题继

续影响制造业企业。

澳大利亚 2021年 2月建筑业表现指数跌至 57.4

3 月 3 日，澳大利亚工业集团 (Australian Industry

Group，Ai Group)公布数据显示，受住宅建筑活动拉动，

2021 年 2 月 澳 大 利 亚 建 筑 业 表 现 指 数 (Australian

Performance of Construction Index，Australian PCI)下跌 0.2

个百分点至 57.4，继续居于扩张高位区间。

四大建筑行业板块均居于荣枯线以上。公寓建筑自

2018年 2月以来首次进入扩张区间(上升 21.1至 66.7)，房

屋建筑创历史新高(上升 10.2至 75.5)；商业建筑(下降 8.0至

54.5)和工程建筑(下降 0.5至 52.8)继续复苏，但增速有所减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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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受住宅建设大幅增长推动，活动指数创历史新高

(上升 4.0至 61.4)。新订单增速下降(下降 8.5至 50.1)，表明

未来几个月行业增长可能再次趋缓。由于更多地区和建筑

领域活动及就业水平回升，就业指数强劲增长，达 2014年

以来最高水平(上升 4.7至 61.7)。在货运中断后，企业似乎

正在增加和加紧完成供应商订单，因此供应商交货指数略

有上升(上升 0.3至 56.9)。

由于建筑材料和房屋建筑供应需求激增，投入价格指数

进一步上涨(上升 3.8至 80.2)，录得 2018年以来新高。销售

价格指数也创下历史纪录(上涨 6.7至 66.3)，表明更多企业

能够转嫁上涨成本。平均工资指数上升 3.3个百分点，达到

三年高点 64.4。

报告指出，在去年 10月首次出现的强劲反弹基础上，

建筑业 2月继续复苏；房屋建筑活动进一步强劲增长，商业

建筑和工程建筑均继续扩张，但商业建筑增速有所放缓；

近期数据令人鼓舞，但前景喜忧参半，仅房屋新订单上

升，工程建筑新订单则大幅下降。

报告指出，随着部分财政刺激措施力度逐渐减弱，新增

基础设施项目将成为今年年内行业持续复苏的关键摇摆因

素之一；新房屋需求已升至创纪录水平，而公寓建筑前景

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海外移民、国际学生和游客能否返

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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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2021年 2月服务业表现指数升至 55.8

3 月 5 日，澳大利亚工业集团 (Australian Industry

Group，Ai Group)公布数据显示，2021年 2月澳大利亚服

务业表现指数(PSI)环比上涨 1.5个百分点至 55.8，录得

2018年 6月以来新高。

从趋势看，业务导向行业中，由于需求强劲和放宽限

制拉动批发、货运和相关服务活动，物流进一步改善(增长

8.6至 61.1)。由于 B2B业务疲软，房地产和商业服务表现

继续恶化(下跌 4.6至 44.3)。政府建筑业刺激措施提振供应

或支持住宅建设的会计、法律、设计和物业等商业和房地

产服务需求，但其他领域需求则受到抑制。

从趋势看，消费者导向行业均有所扩张。健康和教育

行业活动升至扩张区间高位(增长 19.6至 66.3)，个人、娱乐

和其他服务跃升至荣枯线以上(增长 16.3至 53.8)，零售业及

酒店业涨势趋缓(下跌 0.3至 54.0)。

季调后，2月 4项活动指数均有所扩张，企业希望未来

几个月销售和就业情况保持复苏势头。仅就业指数下降(下

降 13.2至 42.7)，销售(上涨 5.5至 65.7)、新订单(上涨 3.6

至 58.4)、供应商交货速度(上涨 10.0至 57.3)和成品库存(上

涨 10.0至 55.0)录得 2018年 6月以来最好表现。产能利用

率上升 4.0个百分点，达到可用产能的 80.2%，录得 2020

年 2月以来新高，并高于长期平均水平，显示就业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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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需进一步扩大，以推动今年年内活动和产出保持增

长。

投入价格指数进一步上涨(上涨 1.8至 64.4)，该指数自

2020年 6月创下历史新低以来已连续八个月上涨。平均工

资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下降 6.6至 58.3)，增幅较前几个

月有所放缓。销售价格指数达 2011年 4月以来最高水平(上

涨 11.2至 56.2)，显示在经历一年的低迷价格后，服务业正

在转移升高的投入成本。

报告指出，由于限制措施放松，同时大量被压抑的需求

得以释放，2月市场状况和家庭客户销售情况有所改善。许

多企业表示，活动指数正接近疫情前水平，面向建筑和本

国客户的商品和服务需求较高。家居装修订单强劲，继续

惠及房地产服务、运输、物流和零售等行业。业务导向行

业报告称，在去年经历低库存或供应中断后，客户有意增

加库存水平作为预防措施。

报告指出，2021年 1、2月期间，在各州和城市范围内

发生突然封锁或抢购现象后，全澳各行业企业均反映了对

不确定及不可预测的边境和活动限制措施的持续担忧，特

别是突然封锁的不确定性。目前维多利亚州的办公室人数

限制和场馆容量要求继续抑制酒店业务，特别是 1、2月封

锁期间面临亏损的企业。以商业为导向的受访企业反映，

房地产和商业服务领域的客户需求仍较为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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