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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DA中国农机市场景气指数（AMI）商务报告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月度发布

2022 年 6 月（总第九十九期） 7月 4 日发布

6 月份 AMI 指数为 50.6%，比上月下降 1.9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升 1.1 个百分点。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发布的 2022 年 6 月份中国农机市场景气指数（AMI）为 50.6%，环比下

降 1.9 个百分点，同比提升 1.1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6 个一级指数除经理人信心指数外全部呈现

下降趋势，其中库存指数降幅最大，为 4.1 个百分点。从同比看，6 个一级指数中除库存指数和经

理人信心指数外全部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效益指数增幅最大，为 3.6 个百分点。6月份，6 个一级指

数中除销售能力指数和经理人信心指数外全部位于不景气区间。

特约分析师张华光认为：6 月份，虽然国内依然笼罩在多点散发的疫情乌云下；虽然因疫情导

致的物流不畅依然拖累着农机市场；虽然环比创下了自 3 月以来的“4 连跌”，依然运行在下行通

道中。但 AMI 也依然以强大的韧性艰难的固守着景气度底线，并刷新了自 AMI 发布以来 6 月份景气

度历史，第一次位于景气区间，出乎业内很多人的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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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份 AMI 的基本特征

其一，破规则，创奇迹，坚守景气区间。6月份，AMI 仍以 50.6%的微弱优势坚守在景气区间，

实现上半年景气度的完美收官。并打破保持了 8 年的 6 月份位于不景气区间之历史，创下自 AMI 发

布以来 6 月份景气度奇迹。

其二，环比下降，走势未变。尽管 6月份 AMI 位于景气区间，但并未改变运行方向。环比仍在

下滑通道中，意味着 AMI 的走势并未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因下行压力较小，景气度仍停留在景气

区间边缘，其走势未发生本质改变。这一判断还可以从一级指数的环比变化得到诠释，6 个一级指

数，除反映 7 月份的经理人信心指数出现增长外，反映 6 月份景气情况的其它 5 个一级指数全部下

降，且效益、农机补贴、库存三大指数还击破荣枯线，跌入不景气区间。

其三，同比“4 升 2 降”，今年市场好于去年同期。6 个一级指数中 4个同比上升，说明今年 6

月份的市场好于去年同期。从同比下降的两个指数分析，库存指数降幅仅 0.6%，主要基于 6 月、7

月均为淡季，加之前几个月库存高企，经销商去库存所致。而经理人信心指数同比下降，主要是由

去年同期形成的景气度“高地”造成的。

其四，二级指数景气度变化“温差”大，冰火同炉。从景气度看，在所监测的 5 个二级指数中，

有 4 个停留于景气区间，对 6月份 AMI 形成较强支撑。从景气度变化看，形成冰与火的较大“温差”。

一方面耕整地机械指数演绎增长好戏，同比、环比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扬，且晋级景气区间；田间

管理机械指数也出现大幅度增长，并创下了 71.3%高景气度。另一方面，种植机械指数环比继续下

沉，且跌出景气区间，主要缘于今年插秧机市场断崖式下滑；收获机械指数虽然仍停留在景气区间，

但环比、同比双跌，其中环比跌幅演绎“高台跳水”戏码，主要是三大粮食作物收获机景气指数环

比全线大幅度滑坡，市场失去支撑所致。

其五，市场迷雾叠嶂，经理人信心跌宕起伏。库存与经理人信心指数的变化反映了今年农机市

场迷雾叠嶂。先看库存指数的变化，经销商自 3 月开始的去库存一直延续至 6 月份，创下历史上少

有的“四连跌”，意味着经销商看空市场。再看经理人信心指数在经历了自 3 月至 5 月“三连跌”

后，本月环比又出现较大幅度增长，且再度回到景气区间，又折射出经销商信心回暖。经销商信心

指数的起落不定，反映出今年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难以掌控性。

三级指数和主要细分市场 6月份及上半年解析

从所监测的 6 个三级指数看，各个细分市场冷热不均。大型拖拉机指数景气度坚挺，中型拖拉

机指数复苏迹象明显，遥控飞行喷雾机指数进入“高光”时刻，收获机市场指数遭遇滑铁卢。

一看大中型拖拉机市场。6 月份拖拉机指数依然坚守在景气区间，反映了上半年大中拖市场稳

健运行的特点。市场调查也反映了此特点，上半年大中拖市场小幅增长，累计销售 21.49 万台，同

比增长 5.6%。增长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4 月、5 月份位于拖拉机市场的传统旺季，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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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的支撑作用；第二，去年同期大幅度下滑，形成市场“洼地”，客观上设置了较低的市场

门槛；第三，国三升国四，不仅对二季度乃至全年都将产生较大影响。一些用户不愿为今年年底因

排放标准升级而被推高的农机价格买单，潜在用户提前消费、老用户更新周期缩短形成拉动上半年

市场增长的双动力，对市场有较大的加持作用。

从大中拖市场需求结构分析，大拖指数在经历了 4 月份短暂停留后，其它 5 个月均位于景气区

间。中拖指数表现略差，2 月、3 月位于景气区间外，其它月份均位于不景气区间，意味着大中拖市

场内部需求结构变化较大，大型化趋势强烈。市场调查结论与之高度吻合，25-100 马力中拖小幅下

滑，马力段上延趋势强烈。市场监控显示，上半年，累计销售各种型号的中拖 14.17 万台，同比小

幅下滑 0.77%；在大中拖中占比 66.94%，较之去年同期下挫 4.23 个百分点。与之相反，100 马力以

上大拖大幅度增长，累计销售 7.32 万台，同比大幅度增长 20.59%；占比 34.06%，较之去年同期上

扬 4.23 个百分点。

从市场竞争态势分析，集中度大幅度提高。上半年，延续了去年市场的竞争的特点，主流品牌

持续发力，集中度出现较大幅度攀升。市场调查显示，销量前 6 的品牌累计销售各种型号的大中拖

16.05万台，同比大幅度增长18.3%，高出平均增幅12.7个百分点；占比74.92%，同比小幅上扬8.04%。

二看收获机市场。6月份，收获机械指数环比虽然演绎“高台跳水”，但依然停留在景气区间凸

显市场走势稳健特点。上半年自2月份挺进景气区间，一直保持到6月，稳健运行的特点较为突出。

从市场监测数据看，今年上半年，累计销售各种联合收获机10.71万台，同比增长13.45%，也呼应了

上半年收获机景气指数稳健增长的特点。

稳定增长成为三大粮食作物收获机市场突出特征。

——自走轮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市场。6月份，指数环比下降35.2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5.1个百分

点，且只有30.3%的景气度，轮式谷物联合收获机的这种表现并不意外。因为6月是其收官月份，麦

收的开始意味着市场销售进入“休眠”状态，也意味着今年市场销售已经进入垃圾时间。下半年的

零星销售，对全年市场影响有限，今年轮式谷物联合收获机市场稳健增长已成定局。市场监测显示，

半年累计销售各种型号的轮式谷物联合收获机3万台，同比大幅攀升26.05%。

轮式谷物联合收获机市场集中度巨高，销量前5的品牌，上半年累计销售2.67万台，同比大幅度

增长34.01%；占比88.89%，较之去年同期上扬5.28个百分点。

——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全喂入）市场。6 月份，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获机指数环

比下降 18.1%、同比下降 4.6%，形成 45.4%的较低景气度，结束了 2-5 月份保持了 4 个月的景气区

间走势特征。但上半年市场走势较为稳定，市场监测显示，1-6 月份，累计销售各种全喂入收获机

3.32 万台，同比增长 13.75%，稳健增长的特点较为突出。

全喂入履带式谷物联合收获机市场大型化强势十分强烈，市场聚焦喂入量 6kg/s 及以上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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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销售 2.52 万台，同比飙升 30.93%；占比 75.3%，较之去年同期大幅度攀升 10.18 个百分点。与

之相反，喂入量＜5kg/s 现大幅度下滑，下滑幅度高达 64.06%；占比 3.35%，同比下挫 7.21 个百分

点。5kg/s≤喂入量＜6kg/s 机型波澜不惊，同比小幅增长 1.02%；占比 20.81%，较之去年同期下挫

2.51 个百分点。

从所监测的 6 大主流品牌看，呈现出现以下特点。第一，集中度大幅度提升。上半年 6 大品牌

累计销售 2.65 万台，同比大幅度增长 23.83%；占比 89.83%，较之去年同期上扬 8.77 个百分点；第

二，主流品牌“四增二降”，中联同比大幅度下降 60%、久保田小幅下滑 2.44%。其它 4大品牌呈现

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星光飙升 125%，雷沃、洋马、沃得大幅度增长 48.72%、62.5%和 18.58%。第

三，其它品牌大幅度下降 40%，原因与之前的收获机市场一样，钢材等原材料涨价推高市场集中度。

——自走式玉米收获机市场市场。6 月份，自走式玉米收获机指数虽然环比、同比分别下降 14%

和 5.6%，但依然以 67.3%的较高景气度屹立于景气区间，且保持连续 6 个月位于景气区间的历史最

高记录。从市场监测看，上半年，虽然不是玉米收获机市场的主销季节，但其增长势头亮眼。累计

销售 1.25 万台，同比增长 12.41%。玉米收获机市场大幅度增长源自多重利好因素，除国三升国四

的普遍利好外，以下几个因素值得关注。第一，市场刚性需求较强，在三大粮食作物中，玉米机收

率最低；第二，玉米价格居高不下，加之产量高，从经济效益考虑，东北不少区域出现“水改旱”

现象，玉米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容；第三，茎穗兼收玉米收获机市场受畜牧业的拉动，增势强劲；第

四，市场信心爆棚，许多经销商提前备货，大量产品滞压于渠道；第五，近年，在国家政策扶持下，

丘陵山区小型玉米机市场被激活，市场贡献率逐年走高；第六，玉米收获机投资者去年收益良好，

刺激潜在用户购买；第七，市场进入更新高峰期，成为拉动市场的又一引擎；第八，粮价上涨，用

户收益提高，购买能力增强。

我们必须冷静的看待上半年玉米收获机市场的走势特征，全年市场主要看下半年。第一，玉米

收获机销量的 80%以上集中在下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属于非典型状态；第二，上半年很多增长源

自制造商与经销商之间的交易，大量产品以库存形式滞留在渠道上，终端市场尚未真正启动；第三，

去年市场大幅度增长，形成市场“高地”，对今年市场同比变化会产生较大影响；第四，今年钢材

涨价，成本上升，导致产品价格水涨船高，也将压制今年的市场需求。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判断今

年的玉米收获机市场或将呈现两个突出特征。

三看遥控飞行喷雾机指数。6 月，田间管理机械指数景气度高达 71.3%，环比提升 15.2 个百分

点。主要得益于遥控飞行喷雾机市场的强大支撑，6 月，遥控飞行喷雾机指数高达 70.1%，环比增长

19.0%。这个如日中天的新兴植保机市场，在经历了去年较大幅度滑坡后，今年有望走出低谷。

7 月份 AMI 走势判断

预计 7 月份环比或小幅增长，仍停留于景气区间。一、二、三级指数中多数指数的景气度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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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复苏期，环比和同比增长的概率较大。

今年农机市场表现较为特殊，打破常规的事时有发生。上述判断主要基于农机市场和 AMI 多年

运行规律的一般性预测，不排除因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引发的市场走势规律变异的情况出现。

首先，从宏观因素看，利好利空因素交织。一是疫情影响。6 月末，我国疫情虽仍有零星散发，

但总体上得到有效控制。随之社会管控有所缓解。物流、人流等趋于活跃，对市场影响力削弱迹象

明显；二是从消费端来看，减免购置税政策从 6 月 1 日开始实施，同时叠加国家和各地促消费政策

集中在 7 月开始发力，促消费政策启动期的效果较强，预计延迟消费需求应该有一定的释放，有利

于 7 月销售增量；三是世界经济金融巨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正在走向滞胀。今年市场面临着多重

利空因素叠加的冲击。通货膨胀在强劲高位，经济增长开始降速，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推动能源危机

和大宗商品的波动，多重因素叠加绷紧经济紧张度；四是不确定因素的影响。7 月份，农机市场面

临着较多的不确定因素。每年的夏天，都是自然灾害多发期。譬如南方一些区域正发生的较为严重

的水患；疫情虽缓解，但依然不可控；部分区域限电等，都可能对 7 月份的农机市场走势产生不可

预测的重大影响。

其次，内生动力正反因素叠加，关键驱动力偏弱。一看需求端，从季节因素看，市场驱动力偏

弱。7 月份正值农机市场淡季，农户忙于“三夏”，购机意愿不强烈。但以下三大因素会对市场形

成一定支撑，确保市场小幅增长：其一，疫情因素，随着疫情管控趋缓，被压抑的市场需求或有所

释放；其二，农机更新周期缩短，提升市场增量。其三，国三升国四。很多用户担心来年价格提升，

提前消费意愿强烈，对市场需求拉升作用不容低估。尽管造成市场的严重“透支”，而影响明年的

市场；二看供应端。7 月底，农机市场将陆续进入下半年的旺季，制造企业将加大生产投入，提高

产量，市场供应量充足，厂家促销对市场上行将产生一定利好。三看渠道端。随着旺季的临近，经

销商提升库存储备的意愿较为强烈，生产企业与经销商之间的交易趋于活跃，同时推高库存指数。

最后，AMI 多年形成的发展规律也支持景气度环比上行。一是上月经理人信心指数环比大幅度

增长，折射出经销商市场信心回暖，同时也预示市场环比或出现小幅增长。二是从近年农机市场景

气指数的月度变化规律分析，自 2013 年至 2021 年 9 年间，7 月份景气度环比均高于 6 月份，尤其

是最近的 2020 年、2021 年，连续两年走进景气区间。综合今年上半年较好的市场走势，如果没有

黑天鹅事件发生，沿袭此规律的概率仍然较大。

附件：2014-2021 年 5 月与 6 月 AMI 景气度对照一览表 单位：%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6 月份 37.6 36.7 37.5 37.2 23.1 37.6 36.6 42.5 49.5

7 月份 38.3 41.7 44.6 41.7 33.3 38.7 38.8 52.4 54.2

环比增减 0.76 4.96 7.07 4.53 10.20 1.09 2.20 9.87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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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级指数运行情况

（一）销售能力指数

2022 年 6 月，销售能力指数为 54.8%，比上月下降 4.3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升 3.0 个百分

点，位于景气区间。

（二）效益指数

2022 年 6 月，效益指数为 45.3%，比上月下降 2.1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升 3.6 个百分点，

位于不景气区间。

（三）农机补贴指数

2022 年 6 月，农机补贴指数为 48.0%，比上月下降 2.9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升 2.6 个百分

点，位于不景气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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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存指数

2022 年 6 月，库存指数为 47.2%，比上月下降 4.1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 0.6 个百分点，

位于不景气区间。

（五）人气指数

2022 年 6 月，人气指数为 47.0%，比上月下降 2.3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升 2.7 个百分点，

位于不景气区间。

（六）经理人信心指数

2022 年 6 月，经理人信心指数为 51.6%，比上月提升 7.8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 1.9 个百

分点，位于景气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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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级指数运行情况

（一）拖拉机指数

2022 年 6 月，拖拉机指数为 51.3%，比上月下降 2.4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升 12.2 个百分点，

位于景气区间。

（二）耕整地机械指数

2022 年 6 月，耕整地机械指数为 52.1%，比上月提升 7.7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升 8.6 个百

分点，位于景气区间。

（三）种植机械指数

2022 年 6 月，种植机械指数为 45.7%，比上月下降 4.4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升 7.8 个百分

点，位于不景气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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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田间管理机械指数

2022 年 6 月，田间管理机械指数为 71.3%，比上月提升 15.2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 0.1 个

百分点，位于景气区间。

（五）收获机械指数

2022 年 6 月，收获机械指数为 53.9%，比上月下降 24.0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 2.6 个百分

点，位于景气区间。

三、三级指数运行情况

（一）大型拖拉机指数

2022 年 6 月，大型拖拉机指数为 55.1%，比上月提升 0.5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升 12.3 个百

分点，位于景气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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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型拖拉机指数

2022 年 6 月，中型拖拉机指数为 49.8%，比上月提升 4.3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升 12.7 个百

分点，位于不景气区间。

（三）遥控飞行喷雾机指数

2022 年 6 月，遥控飞行喷雾机指数为 70.1%，比上月提升 19.0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升 19.5

个百分点，位于景气区间。

（四）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全喂入）指数

2022 年 6 月，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全喂入）指数为 45.4%，比上月下降 18.1 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下降 4.6 个百分点，位于不景气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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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走轮式谷物联合收割机指数

2022 年 6 月，自走轮式谷物联合收割机指数为 30.3%，比上月下降 35.2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

下降 15.1 个百分点，位于不景气区间。

（六）自走式玉米收获机指数

2022 年 6 月，自走式玉米收获机指数为 67.3%，比上月下降 14.0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

5.6 个百分点，位于景气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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