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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解读

本版编辑 周 雷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

项行动计划（2013-2018 年）》提

出，到2018年，全国两化融合发展

水平指数达到82

82

点评：近期以来，我国部分地区持续的高温天

气给空调市场点了一把火。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7

月份，14 个高温地区重点监测零售企业空调销售额

比 6月份增长 26%。

空调业有着“靠天吃饭”的一面。在上半年空调

业开局不利的情况下，有关专家就预测，空调业运行

的最大变数来自于接下来两个月的天气因素。结果，

南方持续的高温天气的到来，唤起了消费者的购买热

情，部分市场出现了抢购现象，使得空调业前期居高

不下的库存压力得以减轻，大大小小的空调厂商日子

可以好过一点。

但是，天气因素并没有改变空调业增速趋缓的整

体态势。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联合中国家电

网发布的 《2013 冷冻年度中国空调市场白皮书》 显

示，2013 冷年 （2012 年 8 月至 2013 年 7 月），国内重

点城市空调销售量同比增长 2.92%，销售额同比增长

10.26%。国内市场空调整体销售规模约为 3820 万

台，与 2012 冷年基本持平。这表明，目前国内空调

市场需求并未明显回升，行业仍处于刺激政策退出之

后的调整期。

在规模扩张难有大的提升的情况下，空调业的亮

点主要在于结构调整。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

副主任蔡莹表示，除了变频空调加速普及之外，2013

冷年柜机整体销售量同比增长 17.90%，销售额同比

增长 21.02%，远高于空调整体销售量和销售额的增

长水平。随着产品结构调整的深化，高品质、高价格

的消费观念逐步为消费者所接受，国内重点空调市场

整体价格水平已由 2012 冷年的 3541 元/台上升为 3789

元/台。

由此视之，在行业产能过剩、部分需求被透支、

节能环保要求趋严的情况下，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

将更加明显，加速转型升级则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只有扎扎实实练好内功，敏锐把握空调市场需求的新变

化，加强高能效、智能化、多功能产品开发，才能在市

场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如果单纯寄希望于天气因素救

市，这样的企业谈不上具备核心竞争力，也难以在日益

激烈的品牌竞争中存活下去。 文/周 雷

7月份空调销售额激增

高温商机看淡点好

本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据运行快报统计，7
月份，我国生产原油 1729 万吨，同比增长 0.3%；加
工原油 3790 万吨，增长 10.9%；生产成品油 2328 万
吨 ，增 长 8.5% ，其 中 汽 油 增 长 12.8% 、柴 油 增 长
4.2%；成品油表观消费量 2323 万吨，增长 4.8%，其
中汽油增长 13.9%、柴油增长 0.8%。7 月底成品油
库存较去年同期提高 117 万吨,其中柴油库存同比
增加 26 万吨。

前 7 个月，我国原油产量 12060 万吨，增长 2.8%；
原 油 加 工 量 25565 万 吨 ，增 长 7.4% ；成 品 油 产 量
15706 万吨，增长 6.3%；成品油表观消费量 14984 万
吨，增长 4.1%。

7 月 份 成 品 油 表 观 消 费 量 增 长 4.8%

本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据运行快报统计，7 月
份，我国生产天然气 94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2%；进口
天然气（含液化天然气）47亿立方米，增长 35.1%；表观
消费量 133亿立方米，增长 16.9%。

前 7 个月，我国天然气产量 681 亿立方米,增长
9.4%;天然气进口量 294 亿立方米，增长 26.1%；天然
气表观消费量 948亿立方米，增长 14.5%。

7 月 份 天 然 气 产 量 增 长 12%

本报讯 记者暴媛媛报道：今年 1 月至 7 月，我国
合成橡胶、初级形态塑料和化学纤维 3 大合成材料产
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增长，其中合成橡胶产量为
225.45 万吨，同比增长 3.71%；初级形态塑料产量为
3311.54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7.97% ；化 学 纤 维 产 量 为
2335.28万吨，同比增长 8.46%。

相关研究分析认为，化学纤维和初级形态的塑料
产量增长加快，主要由于下游相关产品需求比较稳定，
尤其是出口方面的平稳增长。今年 1 月至 7 月，我国
累计出口塑料制品 504.92万吨，同比增长 5.3%。

前 7 月 化 学 纤 维 产 量 增 长 8.46%

两化融合向纵深推进
本报记者 黄 鑫

两化融合向纵深推进
本报记者 黄 鑫

产业用纺织品发展空间广阔
刘 瑾

今年上半年，产业用纺织

品行业的经济增加值增幅达

14.4%，位列纺织行业第一；

投资达191.9亿元，同比增长

21.13%；规模以上企业的主营

业务收入1112.2亿元，利润

57.4亿元，同比增长18.83%

和23.4%

“

当前，我国工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攻坚期，国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核心竞争

力不足、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要素成本上升等矛盾日益突出。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

深度融合，对于破解当前发展瓶颈，实现工业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8年，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指数将达到82。这一指数目标具体包括企业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得到全面推广，信息技术向工业领域全面渗透，食品、药品等重点产品质

量安全信息可追溯体系建设取得进展，信息技术支撑服务能力显著增强等4个方面

按照既定目标，到 2018 年，两化融合
要取得显著成效，信息化条件下的企业竞
争能力普遍增强，信息技术应用和商业模
式创新有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工业
发展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这需要有关
方面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狠抓落实。

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新兴
产业中，要加快重点领域装备智能化，推进
生产过程和制造工艺智能化，推动智能制
造生产模式集成应用；深化重点行业电子
商务应用，提高行业物流信息化和供应链
协同水平；促进物联网、工业云、大数据等
新技术新应用驱动的新型生产性服务业蓬
勃发展，发展网络制造新型生产方式。

同时，工信部选取民爆、危化、食品、
稀土、农药等重点行业和领域加强智能监
测监管，提高重点高危行业安全生产水
平。此外，要提高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智能
化水平，推动行业绿色和安全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表示，要
充分发挥信息化在提升中小企业生产经
营管理水平方面的作用；搭建公共服务平

台，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投入，降低中小微
企业信息化应用门槛；鼓励电子商务服务
商探索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信用融资等服
务；支持行业和区域开展企业达标对标，
引导企业信息化水平逐步提升。

针对大量企业特别是传统产业领域
的企业信息化水平不高、流程管理缺位等
问 题 ，工 信 部 提 出 了 借 鉴 ISO9000、
ISO14000 的做法，制定企业两化融合管
理体系，引导企业开展符合性认定，提升
企业信息化全面管理水平。苗圩透露，将
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试行稿并出台试点
办法，2014 年开始构建认定服务体系，并
选择 500家企业开展试点。

“实践证明，试点示范是两化融合推
进工作的基本工作方式和有效方法。”张
春生表示，按照计划，未来 5 年，工信部每
年将选择 3 至 5 个重点行业，树立一批行
业公认、成效突出的示范企业，总结提炼
示范经验和成果，形成行业共性解决方
案，从而推动 20%的大中型企业实现等
级跃升。

融 合 效 应 初 步 显 现

数据显示，2010 年和 2011 年，全国两化
融合发展水平指数分别为 52.73 和 59.07，
2011年比 2010年增长了 12%。

“这表明，工业各行业两化融合已向更深
层次拓展，智能制造和在线服务成为行业发
展热点，大型企业普遍加快产业链协同应用，
中小企业信息化公共服务体系开始建立，应
用电子和工业软件蓬勃发展，新一代信息技
术应用不断创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
究院副院长张春生说。

近年来，以智能设计、智能制造、智能运
营、智能管理、智能决策和智能产品为主要特
征的智能工业得到初步发展，3D 打印技术创
新和产业化进程加快。

作为支撑智能工业的核心关键技术，智
能传感器发展也迎来难得的机遇。今年 2 月

份，相关部门制定了《加快推进传感器及智能
化仪器仪表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推动传感器
及智能仪器仪表行业创新、持续、协调发展。
我国国产的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研发取得突
破，目前已完成了高速公路测试，有望在今年
年底完成城市道路测试。

同时，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
业利用信息技术加快自身现代化，工业设计、
信息技术服务、信息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快速
壮大。上半年，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
和运营服务收入增幅分别达27.8%和28.3%。

张春生表示，2012 年全国两化融合发
展水平指数大约在 65 左右。随着两化融合
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发展速度将会逐步放
慢，预计到 2018 年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
指数将达到 82。

促 进 工 业 提 质 增 效

“82,意味着两化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将
有很大拓展。”张春生解释，2011 年排名第
一 的 江 苏 省 两 化 融 合 发 展 水 平 指 数 是
82.35，这意味着全国的两化融合平均水平
将达到目前江苏省的水平。

对于 82 这一指数，《信息化和工业化深
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给出了具体的细分量
化指标。到 2018 年，两化融合水平处于集
成提升阶段以上的企业达到 80%，中小企业
应用信息技术开展研发、管理和生产控制的
比例达到 55%，应用电子商务开展采购、销
售等业务的比例达到 50%；企业间电子商务
交易额突破 20 万亿元；50%的重点工业用
能企业数字能源解决方案应用达到较高水
平，实现节能量 5000 万吨标准煤；重点行业
装备数控化率达到 70%。

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信息
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春立介绍，大中型企业

两化融合水平分为 4 个阶段，分别是起步建
设阶段、单项覆盖阶段、集成提升阶段和创
新突破阶段，目前，这 4 个阶段的企业比例
分别为 31%、37%、22%和 10%。到 2018 年，
两化融合水平处于集成提升阶段以上的企
业要达到 80%，也就是 80%的企业两化融合
基础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单项应用基本成
熟，综合集成有效实现。

两化融合深度发展，对于工业转型升级
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两化融合正成为发
展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信息技术与能
源、材料、生物和空间技术日益交叉融合，催
生了新兴业态的发展。同时，信息技术还能
极大地提高企业研发创新的能力，促进企业
管理和商业模式创新，成为企业竞争力提升
的内生动力。此外，工业技术不断进步与信
息技术广泛应用日益结合，提高了能源资源
的综合利用水平。

抓 住 重 点 寻 求 突 破

今年以来，产业用纺织品行业主要经济

指标的增幅在纺织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上半年行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一半

以 上 的 企 业 主 要 产 品 的 产 量 增 幅 超 过

10%。规模以上企业上半年生产的非织造

布产量为 126.4 万吨，同比增长 12.65%；帘子

布的产量 43万吨，同比增长 20.6%。

行业经济效益明显好转。规模以上企业

的主营业务收入1112.2亿元，利润57.4亿元，

同比增长18.83%和23.4%，增幅比去年同期有

所提高；行业的利润率5.23%，同比增加0.3个

百分点；行业的亏损面12.41%，行业亏损额2.5

亿元，同比下降 7.74%。分行业看，非织造布

的效益仍然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非织造布是产业用纺织品最活跃的领域

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在专业纤维和

设备、制造工艺和后整理、终端应用开发等方

面都取得长足进步，在规模上已经成为世界

最大的非织造布生产和出口国。但是，产品

的技术档次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依然

较大，比如我国非织造布进出口产品间存在

1.8 倍的价格差。这主要源于国内外行业在

经营理念、市场环境、基础研究、产业链配套

和专业人才等方面的差距。

产业用纺织品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应用

的领域分布又比较广，一般采用多批次、小

批量的采购模式，用户往往会对产品提出一

些独特要求，因此，研发创新能力是企业核

心竞争力之一。只有行业企业的研发能力

提高了，才能尽快缩小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

距，进而优化行业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

为促进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产业用纺织

品行业协会负责人呼吁，我国应尽快构建

政、产、学、研、用相匹配的产业链优化模

式。在政策层面，希望国家对行业的健康发

展继续给予支持，对重点应用市场的开拓给

予政策倾斜；在行业层面，努力通过推动产

业链上重点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纵向联合，

采用产业联盟的形式解决制约行业发展的

共性问题；在企业层面，希望企业尤其是重

点企业承担起发展主体的责任，转变经营理

念，高度重视技术、人才和品牌，通过创新来

获取更大的收益。

“国内市场是推动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增

长的最大动力。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环

境治理及民生保障方面的投入，为行业发展

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产业用纺织品行

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市场需求的持续增

长在推动行业的生产和销售较快增长的同

时，也将刺激更多的行业投资，预计投资活

动将比去年活跃，但行业投资会趋于理性并

向高端化、相关多元化延展。产业用纺织品

行业全年产量、产值、销售、利润等主要经济

指标预计将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幅度。

该指数主要由3类共23个指标构成。第一类是基础环境，涵盖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应用普及、两化融合政策环境建设、中小企业信

息化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工业企业信息化环境建设等方面；第二类是工业应

用，涵盖工业企业重要信息系统应用、电子商务应用、生产装备信息技术应用，

以及工业园区信息化应用等方面；第三类是应用效益，涵盖工业生产效益和水

平、创新能力、节能减排水平，以及信息产业发展水平等方面。在23个指标中，

15个指标数据来自国家和地方统计年鉴，8个指标数据需要调研采集。

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指数

2010年和 2011年,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指数分别为52.73和

59.07，2012年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指数约为65

82,意味着两化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将有大的突破,两化融合应用

效益更加明显，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全面提升

现阶段，要推动两化融合向深度发展，尤为重要的是用信息技

术改造和提升传统工业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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