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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两个月，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7092 亿元，比去

年同期新增利润 1039 亿元，同比增

长 17.2%

17.2%
3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1至2月份工业企业财务数据。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前两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7092亿元，比去年同期新增利润

1039亿元，同比增长17.2%。

有关专家指出，目前工业企业盈利仍在继续去年四季度以来的好转趋势，工业

企业利润仍处于恢复性增长阶段。但是，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工业盈利增长的原

有动能正在衰减，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任重道远。

重工业拉动工业利润增长
本报记者 林火灿

回顾 2008 年年底至 2009 年年初，我国

有关方面启动了多轮收储，对有色金属市场

产生一定影响。从那次大规模的收储可以看

出，收储行为对提振市场信心、抬升有色金

属价格能够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但随后，

很多有色金属企业纷纷开始扩大产能，仅一

年时间有色金属行业的铝产能就增长了 131

万吨，锌产能增长了 59 万吨。笔者不久前

在河南调研电解铝产能过剩情况时了解到，

2012 年我国电解铝产能已超过 2700 万吨，

而产量只有 2000 万吨，电解铝企业亏损面

达到 93%。

与 2008 年 至 2009 年 所 进 行 的 收 储 相

比 ， 今 年 启 动 的 本 轮 收 储 有 明 显 不 同 之

处。首先，上一次国内有关方面收储了 150

万吨电解铝、31 万吨锌、45 万吨铜和 18 万

吨铅。而本轮收储仅为 30 万吨原铝和 5 万

吨精炼锌，收储规模较上次有很大差距。

其次，上一次收储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世界各国都陆续出台

经济刺激计划，美国实施第一轮量化宽松

政策，我国启动了 4 万亿元投资，相关刺

激措施直接拉动了有色金属的消费。而本

轮 收 储 ， 处 于 全 球 经 济 复 苏 乏 力 的 背 景

下，塞浦路斯的有关金融问题受到世人关

注，这让欧债危机再度浮出水面。与此同

时，国内经济处于转型过程之中，更加注

重质量效益型发展，有色金属消费量难以

呈现爆发式增长。而新“国五条”政策的

出台表明国家对于房地产行业的调控依旧

从紧，令建筑行业预期下滑，并影响到有

色金属行业下游的订单。

综合以上因素，业内专家分析指出，国

内展开的此次收储，仅是调控市场、平衡和

稳定市场价格的一种机制，短期内将对铝价

和锌价形成利好，但对于有色金属价格长期

走 势 并 无 太 大 影 响 ， 甚 至 可 能 构 成 下 行

风险。

相较于目前市场上将近 200 万吨左右的

库存以及 170 万吨以上的月产量来说，此次

收储 30 万吨原铝虽然能暂时缓解市场库存

压力，但是铝价难以实现实质性反弹，国内

电解铝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也难以发生

根本性转变。从实际情况看，在有关方面完

成此轮原铝收储后，铝价并未出现明显的提

振，在经过短期小幅反弹后，国内外铝价曾

一度持续下跌。目前，受生产成本的制约，

电解铝行业仍然步履维艰。

根据 《有色金属工业“十二五”发展

规划》，到 2015 年，我国电解铝产能要控

制 在 2400 万 吨 。 根 据 在 建 产 能 测 算 ，

2015 年 全 国 电 解 铝 产 能 可 能 超 过 3300 万

吨 。 据 统 计 ， 即 使 考 虑 少 量 产 能 减 产 ，

2013 年我国电解铝产能仍将增长至 3000 万

吨左右。笔者认为，在上述背景下，尽早

淘 汰 落 后 产 能 、 努 力 化 解 产 能 过 剩 矛 盾

是 国 内 电 解 铝 行 业 发 展 的 当 务 之 急 。 在

短期的收储红利面前，相关企业需要保持

清醒的头脑，切不能继续盲目扩张产能，

而是要在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方面下

大力气，延长产业链条，加强铝产品精深

加工的研制和开发，以渡过当前难关，赢

得新的发展空间。

原铝收储难解电解铝之困
常 理

本报讯 记者祝君壁报道：据中国建筑垃圾
资源化行业技术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再生混凝
土建材制品平均售价按 150 元/吨计算，每年全
国的再生混凝土市场规模约为 4500亿元。

有专家表示，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做好再
生资源集中分拣、交易和处理，提高我国建筑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率。为了促进建筑废弃物行业的
发展，政府应对相关企业在立项、税收等方面给
予支持。

本报讯 记者暴媛媛从中国黄金协会获悉：
2 月份全国生产黄金 27.017 吨，1 月至 2 月累计完
成 57.122 吨，与去年同期相比，黄金产量增加
6.117 吨，同比增长 11.99%。其中，黄金矿产金完
成 46.824 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11.34%；有色副产
金完成 10.297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15.07%。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今年前 2 个月，
广东手机、便携式笔记本电脑等消费类的电子
信息产品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据广州海关统
计，2013 年 1 月至 2 月广东手机出口 1.1 亿台，
同比增长 21.4%；广东便携式笔记本电脑出口
1278.6 万台，同比增长 2.4 倍。

受手机、便携式笔记本电脑等电子消费品
出口快速增长拉动影响，广东机电产品和高新
技 术 产 品 整 体 出 口 走 势 良 好 。 今 年 1 月 至 2
月 ， 广 东 机 电 产 品 出 口 678.3 亿 美 元 ， 增 长
34.1%；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424.3 亿美元，增长
52.5%。其中，广东手机和便携式笔记本电脑
出口总值增长拉动同期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
品增长 8.9 个百分点和 10.5 个百分点。

前两月我国黄金产量增长 11.99%

再生混凝土市场规模约 4500 亿元

前两月广东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34.1%

工业利润恢复性增长

今年1至 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利润增速延续了2012年四季度
的回升趋势，同比增长17.2%，与去年同
期负增长5.2%形成较为鲜明的反差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2 月份，在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
30 个行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8 个行业利
润比去年同期减少，2 个行业由同期亏损转
为盈利，1个行业亏损比去年同期减少。

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
增长 11.5%，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
长 11.2%，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17 倍，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4.3%，汽车制
造业增长 19.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
长 4.8%，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增长 89%，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
长 1.5 倍，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下降 4.5%，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由同期亏损
转为盈利。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何平博士指出，今
年前两个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较高，这主
要是受去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影响。如果与
2011 年同期相比，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 润 只 增 长 11.1% ， 两 年 年 平 均 增 长
5.4%。与此同时，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出
现下降，也为工业企业盈利水平的提升产
生了正向拉动。

有关专家分析认为，尽管前两个月全国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利 润 同 比 增 速 达 到
17.2%，但与过往工业企业利润增速 20%至
30%的区间相比，只是在向正常水平回归。
因此，目前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仍处于恢复性
发展阶段。

工业企业利润作为宏观经济的滞后指
标，其恢复性增长表明经济复苏的势头正在
继续。2012 年四季度，我国 GDP 增速结束
了过去 7 个季度以来连续下滑的态势，出现
探底回升。在此背景下，工业利润同比增速
也由 2012 年前三季度同比下降 1.8%转为同
比上升。今年前两个月，尽管处于开工淡
季，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利回升的状况仍
在延续，表明宏观经济仍然保持企稳回升的
势头。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目前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同比增速的增长动能有所放缓，这也
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宏观经济企稳回升的动力
仍然偏弱，经济向好发展的基础仍然有待进
一步夯实。

重工业盈利表现抢眼

电力、石油加工、钢铁、电子、汽车等
5个行业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的贡献率近八成，重工业成为利润增长
引擎

从总体上看，今年前两个月，工业企业利
润同比增速的回升，与工业增加值平稳增长
密不可分。

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2 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为 9.9%，虽然较上年
11 月份、12 月份分别低 0.2 和 0.4 个百分点，
但仍高于去年 4 月以来的平均水平。分轻重
工业看，在 2012 年轻工业增速首次超过重工
业以后，重工业增速轻松反超，今年 1 至 2 月
份，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高于轻工
业 9.1%的增长水平。

重工业成为拉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增长的主要动力。今年 1至 2月份，电力、石油
加工、钢铁、电子、汽车等5个重工业行业对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近八成。

在能源板块中，今年前两个月，煤炭价
格比去年同期大幅下降，火力发电成本有所
降低；部分地区电价调整，电价比去年同期
小幅上涨。在此背景下，全国电力行业实现
利润 460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5 倍，新
增 利 润 275 亿 元 ， 占 全 部 新 增 利 润 的
26.5%，拉动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 4.6 个
百分点。

受原油价格下滑的影响，石油加工行业
今年前两个月盈利 57 亿元，与去年同期亏损
101 亿元形成鲜明反差。“一盈一亏”之间相
当于新增利润 158 亿元，占全部新增利润的
15.2%，拉动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 2.6 个百
分点。

在基础原材料领域，钢铁行业延续了上
个季度利润由降转升的势头。在铁矿石价格
下滑，以及同期数较低等因素的影响下，钢铁
行业实现利润 146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7
倍，新增利润 138 亿元，占全部新增利润的
13.3%，拉动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 2.3 个百
分点。

此外，平板显示器、平板电脑和移动通讯
设备等电子产品生产和销售保持了相对较快
的增长势头。全行业前两个月实现利润 235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89%，新增利润 111 亿
元，占全部新增利润的 10.7%，拉动规模以上
企业利润增长 1.8 个百分点。汽车行业生产
和销售均保持较快增长，实现利润 612 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19.8%，新增利润 101 亿元，
占全部新增利润的 9.7%，拉动规模以上企业
利润增长 1.7个百分点。

工业经济转型压力大

受节能减排、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
高载能行业的快速增长缺乏可持续性，
工业必须加速转型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
任潘建成曾经表示，2013年是党的十八大之
后的经济开局之年，能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是检验经济是否开好局的关键。从工业
经济看，关键是产业结构升级，提升投入产
出效率。

不过，我国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
济转型升级的压力确实不小。以电力、石油
加工和钢铁等为代表的重工业对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偏高，虽然与这些行
业利润的同期基数偏低以及原材料价格下滑
等因素也有一定关系，但总体上表明我国工
业经济发展中依赖重工业、依赖投资的状况
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记者了解到，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工
业增加值出现明显回升，大多数门类行业都
呈现景气回升的态势，其中采矿业、批发零
售、房地产业回升幅度相对较大。不过，重工
业发力相对明显，仍是拉动工业增加值增
速回升的重要动力。其中，钢铁、有色金属、
化工等高载能行业以及电力行业自去年四季
度以来明显升温。

专家指出，在节能减排这一硬指标的约
束下，高载能行业的快速增长显然缺乏可持
续性。而且由于受困于产能过剩形成的巨大
压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行业后期盈利
能力将面临更大考验，特别是在工业增加值
和利润回升的情况下，销售利润率能否维持
在相对合理水平，已经成为行业企业必须重
点关注的课题。

此外，也有研究机构分析认为，今年下半
年，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由投资带动需求以及
成本下降带动企业盈利改善增长的动力将难
以持续。

有关专家表示，在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劳
动力供给减少、资源环境承载压力不断加大
的背景下，工业企业应把更多精力放到淘汰
落后产能、节能减排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上来，加强科技创新，加快推动企业创新战略
从重视技术引进到重视自主设计、集成创新
的转变，通过自主创新，培育自己的核心能
力，提升企业盈利能力。

今年以来，国内电解铝库存急

剧增加，上海、无锡、佛山三地现

货库存突破 110万吨，交易所库

存接近50万吨。而现货价格一度

降跌至每吨14300元附近，早已跌

破大部分企业的生产成本，由此导

致国内大面积的电解铝企业停止出

货，甚至限产、减产。在此背景

下，国家启动原铝收储，规模为

30万吨，受益企业主要包括中国

铝业、中电投等。受此影响，国内

铝价有所反弹。

点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 2013 年

3 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LPI）为 55.9%,比上月

回升 5.5 个百分点。在各分项指数中，除物流服务

价格指数和资金周转率指数下降外，其他各项指

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回升。总的来看，伴随着天

气转暖、节假日因素扰动减弱，经济运行进入正常

的生产建设季节，供应链上下游活动趋于活跃、物

流需求增加，物流业呈现稳中回升的基本走势。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副主任何辉认为，3月份业

务总量指数和设备利用率指数大幅上升、库存周转

次数明显加快，显示出供应链上采购、生产和销售等

经济活动逐步进入正常运行区间。新订单指数和

从业人员指数回升势头明显，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保

持在60%以上，物流业景气指数逆转了前两个月回

落走势，意味着物流业经济运行稳中回升。

新订单指数上升明显，预示宏观经济稳中趋

升。3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5.5%，比上月回升4.6个

百分点，达到去年7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物流需

求回升，预示着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经营活动将进一

步加快。分行业来看，综合型、运输型和仓储型物流

业新订单指数均保持在 50%以上，分别为 56.4%、

54.8%和 52.8%。铁路运输业和航空运输业新订单

指数低于50%，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等其他物流

业高于50%。从区域来看，东、中、西部均出现不同

程度的回升，其中，东、中部地区回升到50%以上，分

别为56.0%和58.5%，西部地区为49.0%。

业务总量指数上升，供应链活动明显加快。3

月份，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大幅上升 5.5 个百分点，

达到 57.9%，反映出供应链上采购、生产和销售等

各环节经济活动加快。

从后期走势看，新订单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

回升势头明显，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保持在 60%以

上，预示着物流业将延续回升走势。但同时需要

注意的是，物流行业长期以来“高成本、低效益”的

运行特征尚未根本改变，物流业由“粗放、低效”的

传统经营模式向“集约、高效”的现代经营模式转

变势在必行。

文/杨国民

3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55.9%

物流业呈稳中回升走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