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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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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本报讯 记者黄鑫、实习生孟燕报道：国家信

息中心近日发布的《冲出迷雾：中国信息社会测评
报告 2013》显示，我国信息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
高，2012 年信息社会指数达到 0.4391，比 2010 年
提高了 17%，仍处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
的加速转型期。

这是国家信息中心继 2010 年后第二次发布
关于信息社会发展水平的定量测评报告。报告显
示，近几年我国信息社会发展呈现加速态势,
2001 至 2006 年 全 国 信 息 社 会 指 数 年 均 增 长
3.92%,2007 至 2012 年年均增长 7.75%,2012 年
信息社会指数比上年提高 10.8%。

报告对 31 个省（区、市）的信息社会发展水平
进行了测算，并首次对 315 个地级以上城市信息
社会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算。其中，共有 17 个
城市的信息社会指数超过 0.6，进入信息社会发展
阶段；有 240 个城市的信息社会指数介于 0.3 和
0.6之间，处于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的转型阶
段，占 76%；58 个城市的信息社会指数低于 0.3，
尚处于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的起步阶段，占
18%。

报告指出，在“宽带中国”战略的指引下，近
两年各地纷纷实施了“宽带提速工程”，宽带普及
率和服务水平大幅提升，2012 年我国固定宽带
普及率达到 12.2%，但网速仍明显落后于全球平
均水平。

同时，当前我国信息社会发展区域失衡问题
非常突出，区域间、省际间、省内各地区之间的信
息社会发展水平均存在明显差距。2012 年东、
中、西部地区信息社会指数均值分别为 0.541、
0.386、0.358。发展水平最高省份的信息社会指
数是最低省份的 2.5倍。

报告还指出，当前，信息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
内需的重要力量，智慧城市建设热潮有力推动了
我国信息社会发展。大力推进信息化，全面提升
信息社会发展水平，是化解资源环境约束、人口红
利衰减、中等收入陷阱等诸多矛盾的重要突破口。

信息社会是以信息活动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形
态和社会发展阶段。报告根据信息社会的知识型
经济、网络化社会、数字化生活、服务型政府四个基
本特征，构建了测算信息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

7月电工电器业出口交货值下降 5.4%

应着力开拓新兴市场

工业盈利状况有望持续改善
本报记者 林火灿

非钢业务是增效出路吗？
常 理

据中钢协数据显示，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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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提高5.3个百分点。

从前7个月工业利润指标看，我国工业经济盈利状况总体较为平稳，且持续改善的迹

象显现。有专家指出，7月份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有所提高，但新增利润集中于少数行

业，工业企业整体盈利水平仍然偏低，工业经济仍须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最新数据显示，8 月份制造业 PMI 为
51.0%，环比回升 0.7 个百分点，并创下 16
个月来的新高。PMI 数据已连续 11 个月高
于荣枯线，表明国内市场需求有所增长，宏
观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较为明显。

在宏观经济运行平稳向好的态势下，业
界对工业企业盈利状况持续改善也持有相
对乐观的观点。由于当前经济仍处继续回
升当中，而且工业品出厂价格有望摆脱环比
负增长，从短期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增速有望得到进一步温和修复。

从政策层面看，当前工业经济回升面临
着不少利好因素。不久前发布的《关于促进
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提出，到
2015 年信息消费规模超过 3.2 万亿元。这
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信息消费产业链的完
善，给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其利润增长有望保持
较高速度，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棚
户区改造、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陆
续出台，将给相关工业企业盈利的持续改善
提供市场支撑。此外，我国加大了结构性减
税和清费力度，实施并扩大“营改增”改革试
点，批量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政策，这些
举措有利于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也将帮助工
业企业进一步改善盈利状况。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工业企业发展有着
不少有利因素，但仍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不
少行业仍然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升级压力。我
国工业仍应坚持以创新驱动为引领，培育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并举。一方面加快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
导向、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培
育和发展信息、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另一方面则要积极化解产能过剩矛
盾，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引导重大生产力布局
的调整优化，提升行业、企业竞争力。

利 润 增 速 较 为 平 稳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同比增速与去年全年 11.0%的增速相比有所
提升，但提升幅度不大。而工业企业利润增
速明显高于去年同期，这其中既有基数的原
因，也与我国宏观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良好
势头密不可分。

在我国经济加速转型的背景下，工业
增长虽然从过去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回落至
9%左右，但产业结构总体上稳中有进，淘
汰 落 后 产 能 和 化 解 产 能 过 剩 取 得 一 定 进
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
展速度加快。

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了 11.6%，比全部工业高出 2.3 个百分点。
环保技术装备、新一代移动通信、先进医疗
设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
是整个工业的两倍，光伏设备、风能设备也
都由去年底的负增长转为正增长。

工业经济结构的优化，为工业企业利润
的平稳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7 月份，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主营业务

实现利润 145.8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70.5
亿元。

在对宏观经济平稳向好的预期增强的
背景下，工业企业的投资热情也有所升温。
今 年 上 半 年 ，第 二 产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15.6%，其中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6.2%。这
些投资带动了对能源和资源性产品需求的
增加，也有利于相关行业利润的增长。统计
结果显示，7 月份，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主营活动利润 330.5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75.5 亿元；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主营活动亏损 10.5 亿元，去年同期亏损 74.3
亿元，相当于主营活动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
63.8 亿元。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何平博士分析说，7
月份当月，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石油加
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汽车制造业等四个行
业合计新增主营活动利润 354.8 亿元，拉动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活动利润增长 10.5
个百分点。

盈 利 水 平 仍 然 较 低

今年前7个月，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
27 个行业主营活动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11
个行业主营活动利润比去年同期减少，2个行
业由去年同期主营活动亏损转为盈利，1个行
业主营活动亏损比去年同期减少。

7 月份当月，尽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
润增速比 1 至 7 月份的累计增速高出 0.5 个
百分点，但新增利润仅集中于上述少数几个
行业，而另外 37 个行业的主营活动利润合
计减少 293.7 亿元，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
营活动利润增速向下拉动 8.7 个百分点。
从利润率情况看，7 月份当月，按主营活动
利润计算的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
为 4.23%，比去年同期下降 0.28 个百分点。
何平认为，这组数据表明当前工业企业整体
盈利水平仍然较低。

记者了解到，当前工业企业整体盈利水
平相对处于低位，首先源于生产成本上升压
力的影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7 月份，受
原材料购进价格降幅小于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降幅，挤压了工业生产的利润空间；与

此同时，人工成本却在不断上升。据统计，
最近 3 年来，我国企业人工成本年均增长
15％至 20％。在成本压力下，7 月份工业企
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达 87.07
元，比去年同期提高 0.81 元。

工业企业盈利水平也受到产业发展中
存 在 的 深 层 次 矛 盾 未 得 到 有 效 解 决 的 影
响。今年 1 至 7 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
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43.8%，这主要是由于
煤炭产能过快释放，市场供给过快增长，而
市场需求却相对疲软，导致煤炭价格持续
下滑，企业负债率增加，盈利状况出现持续
恶化。

再比如，同样面临产能过剩问题的有色金
属行业，今年前7个月，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利润
342.4亿元，同比下降9.9%；有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利润548.4亿元，下降10.4%。

另外，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的钢铁业效
益状况持续恶化，销售利润率接近于零。
即便如此，其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仍未缓
解，且钢铁产能有继续扩张趋势。

向 好 发 展 预 期 增 强向 好 发 展 预 期 增 强

在近日举行的钢铁业非钢产业大会上，有
这样一组数据让人眼前一亮：2012年，大中型
钢铁企业非钢产业销售利润率平均在 3.5%至
6%。今年上半年，产能在 2000 万吨以上的 7
家钢企非钢产业营收占总收入比重达23%。

随着微利时代的到来，钢铁主业利润严
重下滑，很多钢企在非钢产业方面进行探索
和拓展，力求形成新的效益增长点。宝钢的
目标是 2015 年非钢产业总产值达到 2000 亿
元，首钢、昆钢、太钢、马钢也分别提出了达到
1000 亿元、500 亿元、350 亿元、300 亿元的
奋斗目标。唐钢则预计在“十二五”末期非钢
产值占比将达到 50%左右。

纵观全球钢铁业，很多大型国际钢铁企
业均十分重视非钢产业的发展。如美钢联、
蒂森克虏伯，其非钢收入均已接近或超过钢
铁主业；日本新日铁达到 35%左右；印度塔塔
达到 40%左右。而我国的非钢产业经过多年
的发展，正朝着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的方
向发展，所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尤其是，
钢铁产业与上游的铁矿石、焦煤、废钢等行业
以及下游的建筑、机械、能源等耗钢行业均密
切相关，产业关联度高、影响力大，钢铁企业
向产业链两头发展的态势明显。

首先，挺进上游强化原料掌控能力。近

几年，钢铁企业为确保资源稳定供应，加强了
对资源的战略性掌控。主要措施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增加海外权益矿资源量。据统计，
目前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铁矿项目权益矿产量
为 6200 万吨，规划按股比权益矿规模将达到
2.7 亿吨；二是加强国内自有矿供给比例。
2003 年至 2012 年我国黑色金属采选业固定
资产投资从 15.4 亿元/年增加到 1529 亿元/
年，十年间累计投资达到 6566 亿元。在此期
间，国内原矿产量从2.6亿吨增长到13.1亿吨。

其次，加快深加工产业链发展步伐。通
过延伸钢材深加工产业链，大力发展钢材精、
深加工，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增强服务
功能和水平，还可以缩短用户采购供应链，具
有与用户“双赢”的效果。例如，宝钢在全国
设立 37 家加工配送中心，加工能力 700 万吨，
激光拼焊能力 2000 万片；武钢金属制品生产
能力 100 万吨，钢结构 5 万吨，剪切加工配送
能力 146 万吨，近期又收购蒂森克虏伯全球
激光拼焊业务。

第三，发展以钢铁配套服务为主体的产
业。钢铁配套服务产业主要包括商贸物流、
工程技术服务、机械维修制造、辅料与煤化
工、循环经济与环保以及金融等。以商贸物
流业为例，“十二五”期间，河北钢铁集团将向

物流业投资 86 亿元，打造华北地区最具竞争
力的物流企业。宝钢集团在钢铁物流园区、
港口建设等方面均有涉足。2011 年以来，宝
钢已在国内参与 3 个投资数十亿元的大型港
口建设。

在工程技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方面，钢
铁行业内也成长起一批非钢企业。比如，工
程技术服务业有宝钢工程技术集团、鞍钢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首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攀
钢集团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等，金融业有
宝钢旗下的华宝投资公司、山钢集团莱钢旗
下的齐鲁证券等。

总体而言，做强做精钢铁主业、强化钢铁
产业链上下游的延伸、适度发展非钢产业，是
国内大中型钢铁企业当前发展的策略选择。
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认为，
多元化经营战略是多数钢铁企业发展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非钢产业发展需要统筹规
划、科学决策、系统安排。一些钢铁企业在主
业严重亏损时选择进军非钢产业来应急，仓
促行动的结果很可能是旧账未结、又添新
账。因此，企业应该摸清家底、量力而行，明
确非钢产业发展的定位和战略，完善发展的
新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促进非钢业务健
康发展。

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1.1%，

增速与1-6月份持平，明显高于去年全年5.3%的增长水平

7月份，按主营活动利润计算的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4.23%，比去年同期下降0.28个百分点
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利好不断，市场预期趋于改善；8月份制

造业PMI达到51.0%，创下16个月来的新高

2012年信息社会指数比上年提高 10.8%

我国信息社会

发展进程加快

点评：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前 7 个月，全国电工电器行业完成出口交

货值 3047.86 亿元，同比下降 4.56%。其中，7 月

份，全国电工电器行业完成出口交货值 423.23 亿

元，同比下降 5.4%，环比下降 19.42%。

今年前 7 个月，电工电器行业的主要产品产

量 增 速 表 现 不 一 。 燃 气 轮 机 增 速 较 快 ，为

31.88%。其次是电站水轮机的增长，为 17.33%。

电站锅炉增速放缓，为 7.73%。

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国内电力市场

近期不会出现前几年的高速发展，电工电器行业

的增速随之放缓。去年，电工电器行业经受了严

峻的市场考验，度过艰难的一年。全行业以加快

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按照“抓主攻高端、促结构

调整”的总体部署，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持科技

创新、推进结构调整。电工电器行业尤其是发电

设备领域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大机组占比上升，

水电、核电、风电等非化石能源发电设备的产量比

重有所增加，目前这一趋势仍在继续。

从外需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采

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国际市场需求结构发生

了一些变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称，2013

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取得平均 5.5%的

增长，仍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当前，电工

电器行业一方面要十分重视美国、欧盟、日本等传

统市场，针对其市场需求变化，及时提供适销对路

的产品；另一方面更要重视开拓新兴经济体和发

展中国家市场，尤其是东盟各国、印度、俄罗斯、墨

西哥、巴西、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

在拓展东盟市场中，应对印尼市场商机加以

重视。数据显示，2011 年我国机械产品出口印尼

70.4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2012 年出口 83.38 亿

美元，同比增长 18.39%，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

头。按照该国发展规划，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发电

站、机场、港口等项目要相继开工建设，对电工电

器产品需求较大。 文/刘 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