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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比
上半年加快0.3个百分点

9.6%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

部日前联合发布的《201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简

称《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科技经费投入继续保持稳定增

长，国家财政科技支出稳步增加，研究与试验发展（以下简称

R&D）经费投入力度加大、强度进一步提高。

其中，全社会R&D经费投入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R&D

经费投入强度再创历史新高，表明我国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方面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公报》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全社会R&D经费投入总量

达10298.4亿元，比上年增加1611.4亿元，增长18.5%；R&D经

费投入强度为1.98%，比上年的1.84%提高0.14个百分点。按

照汇率计算，我国 R&D 经费投入总量目前位居世界第三，

R&D经费投入强度在新兴发展国家中居领先地位，与发达国

家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我国科技投入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

分活动类型看，全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支出为498.8亿

元，比上年增长 21.1%；应用研究经费支出 1162 亿元，增长

13%；试验发展支出8637.6亿元，增长19.2%。基础研究、应用

研究和试验发展占 R&D 经费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 4.8%、

11.3%和83.9%。

分执行部门看，各类企业经费支出为7842.2亿元，比上年

增长 19.2%；政府属研究机构经费支出 1548.9 亿元，增长

18.5%；高等学校经费支出780.6亿元，增长13.3%。企业、政府

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76.2%、15%

和7.6%。

分产业部门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10个行

业R&D经费投入超过200亿元，这10个行业的研发费用占全

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达73.9%；医药、仪器仪表等8个行

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超过了1%。

分地区看，江苏、广东、北京、山东、浙江和上海6个省（市）

R&D经费支出超过500亿元，达6009.8亿元，占全国经费总支

出的58.4%。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和陕西8

个省（市）R&D经费投入强度（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达到或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公报》数据显示，国家财政对科技领域扶持力度进一步

加大，财政科技支出占比有所提高。2012年，国家财政科学技

术支出为5600.1亿元，比上年增加803.1亿元，增长16.7%；财

政科学技术支出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45%，高于上

年4.39%的水平。

2012年科技经费投入继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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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齐慧报道：9 月份，全国铁路煤炭发运
量1.93亿吨，同比增加1758万吨，增长10％。

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累计发运煤炭17.09亿吨，同
比增加 2373 万吨，增长 1.4％。在主要煤运通道中，大秦
线 1至 9月完成煤炭运量 3.32亿吨，同比增长 5.8％；侯月
线完成1.38亿吨，同比增长5.3％。

9 月 份 铁 路 煤 炭 发 运 量 增 长 10 ％9 月 份 铁 路 煤 炭 发 运 量 增 长 10 ％

9 月 份 棉 花 进 口 量 下 降 23.4%

工业温和回暖 转型尚需加快
本报记者 林火灿

工程机械行业稳步复苏
刘 瑾

9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

产品总销量同比增长11.16%，

其中装载机增长16.9%，平地机

增长 32.09%，压路机增长

32.57%，挖掘机增长15.78%。

工程机械产品销售呈现稳步回升

态势

“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其中，一、二、三季度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5%、9.1%和10.1%。

本报刚刚发布的中经产业景气指数报告也显示，三季度中经工业景气指数较上季

度微升0.1点。尽管当前工业经济运行平稳，工业增长有所加快，但粗放增长的惯性仍

然明显，结构调整有待加速推进

三 季 度 工 业 增 速 加 快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三季度，在
41 个工业大行业中，工业增加值累计增
速跃上两位数台阶的行业，已由 6 月末
的 18个升至 9月底的 23个。

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肖春泉
分析说，进入下半年以来，随着中央稳增
长、调结构和促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逐步到位，效果逐渐显现，工业经济出现
企稳向好的势头。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
副主任潘建成认为，三季度工业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增长、房地产市场活跃、消费结构升级和

出口形势好转等方面。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基础设施建设

步伐加快，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分别同比
增长 29.3%和 23.3%，明显高于全社会
投资增速；房地产投资开发投资同比增
长 19.7% ，明 显 高 于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水
平。受此带动，钢铁、化工、非金属矿物
制品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与住房相关
的消费也较快增长，带动了家电、建材、
家具等相关工业的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1 至 9 月份，发电量
同比增长 6.8%、钢材同比增长 11.7%、水

泥同比增长 8.9%、十种有色金属同比增
长 9.8%，增速分别高于上年同期 3.2、
6.0、2.2和 2.7个百分点。

由于受消费结构升级影响，全国汽
车市场表现活跃，带动了汽车及相关产
业的增长。前三季度，全国汽车生产同
比增长 15.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8.0
个百分点。

此外，出口需求的好转，也对工业特
别是家电、服装等行业的生产增长起到
一定的促进作用。经初步季节调整，三
季度，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9%，较上季度回升 4.3个百分点。

粗放增长惯性依然明显粗放增长惯性依然明显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我国工业经济

运行分化的态势相对明显。肖春泉介
绍说，从工业增加值增速看，原材料工
业中的钢铁、有色金属、建材，机械工业
中的汽车、仪表，增速都超过 10%以上；
而煤炭、石油石化、电力等能源类行业
的相对增速则较低；其他行业则介于两
者之间。

这种分化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当前
工业经济增速的回升有赖于重工业增
长，粗放增长的惯性烙印依然明显。

潘建成分析说，三季度，我国工业
经济的回暖主要依赖投资的局面并没
有发生根本改变。统计数据显示，前三

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
长，同比名义增长 20.2%。固定资产投
资的增长，带动了钢铁、建材、化工、有
色等行业加快增长，表明工业增长方式
依然粗放。

由于钢铁、建材、化工、有色金属等
行业属于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工业增
长过分依赖上述行业，不仅与结构调整
和经济转型的方向相背离，也会加大节
能减排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国务院刚
刚印发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
的指导意见》，将改革重点锁定产能严
重过剩行业。在此背景下，上述行业的
过快增长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另外，分轻、重工业看，1 至 8 月份，
轻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 8.5%，比
上半年增速加快 0.1 点；重工业增加值
累计同比增长 9.8%，比上半年增速加
快 0.2 个百分点。尽管从增幅变动情况
看，轻重工业发展态势差异不大，但按
月份看，今年以来，轻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速在 7.9%至 9.2%之间，重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速最小值为 9.1%，进入 7、8 月
份以后更是突破了两位数，8 月份达到
10.8%。这一数据进一步印证了重工
业的回暖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判断，也
表明工业经济增长要摆脱对重工业的
依赖，结构调整的任务异常艰巨。

工程机械行业继 2012 年销售下降之

后，今年继续受到市场需求不足的影响，面

临的下行压力较大。面对严峻形势，工程

机械企业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加快转型升

级，行业经济运行呈现出逐步恢复和平稳

发展态势。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工程机械行业从

3 月开始出现月销量不同程度增长情况，

但销售量仍徘徊在较低水平。综合前 9 个

月的数据，除汽车起重机和摊铺机以外的

产品销量均呈降幅收窄态势，从 8 月份开

始各产品合计增幅由负转正，到 9 月底装

载机、推土机、工业车辆、压路机等销量均

实现正增长，挖掘机和平地机各月降幅逐

步减小，预计到年底前将实现正增长。

从进出口方面来看，前三个季度我国工

程机械进出口贸易额为184.14亿美元，进口

金额 36.4 亿美元，出口金额 147.74 亿美元。

一方面，进口额降幅逐步收窄。9月份进口

额降幅为6.45%，回到10%以内。另一方面，

工程机械出口处于高位微增长态势。今年

以来，出口始终保持较低增幅，到 9 月底出

口额增幅则降到仅增长 0.23%，延续了 5 月

份以来累计出口增长不足 1%的态势。在

连续 33 个月出口高速增长之后仍然保持

出口增长是来之不易的，同时也预示我国

工程机械产品出口将走上低速稳定增长的

轨道。

“目前，工程机械行业发展态势趋于稳

健，从数据上看，销售量已经摆脱了下降通

道，但营业收入和利润仍呈现负增长态

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信息部主

任吕莹表示，今年前三个季度工程机械市

场总体需求较为平稳，市场需求呈现出结

构性变化，中小型挖掘机、压路机、桩工机

械、塔式起重机、叉车等市场需求增加。而

相对于对市场转机的期盼而言，企业比以

往更着重于内部的质量提升、技术创新与

新品研发，企业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提升，这是今后工程机械行业长期健康

发展的重要基础。

吕莹认为，目前行业运行虽然还有很

多困难，但这是从快速增长到稳定增长过

程中理应经历的一个“阵痛期”。度过这个

时期更多地需要行业内企业审时度势，科

学制定发展目标，而不是追求一时的市场

指标。

“目前，国家稳增长政策对行业发展

的影响逐渐显现，长期稳定的宏观经济

环境是可以预期的，工程机械行业将逐

步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预计今明两年

的行业整体形势将稳定向好。”吕莹建

议，各工程机械企业应继续准确把握市

场形势，紧跟用户需求，吸取前期过度

竞争的教训，切忌盲目追求市场占有率

和销售排名，摒弃不健康的经销手段和

急于求成的发展观念，强化风险防控体

系，消化前期透支市场的不良后果，从

而保持刚刚确立的经营转机态势，实现

企业健康发展。

7、8、9三个月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7%、

10.4%和10.2%，增速明显高于

上半年

当前工业增速的回升主要

依靠投资拉动，粗放增长的惯

性依然明显，结构调整的任务

异常艰巨

本报讯 记者林火灿、实习生胡昊报道：9 月份，受市
场对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担忧加剧、全球棉花需
求不旺等因素影响，国际市场棉价下跌。不过，这并未带动
我国棉花进口增长。据海关统计，9 月份当月，我国进口棉
花 20.1万吨，同比下降 23.4%。

据了解，9月份，纽约棉花期货10月合约结算价为84.32
美分/磅，较上月下跌 3.05美分/磅，跌幅 3.6%。国内棉花市
场运行则较为平稳，内地籽棉收购均价4.24元/斤，新疆籽棉
收购均价 4.43 元/斤。内地标准级皮棉销售均价 19283 元/
吨，较上月上涨96元/吨，涨幅0.5%；新疆标准级皮棉销售均
价19512元/吨，较上月上涨8元/吨，涨幅0.04%。

本报讯 记者常理报道：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
9 月份，22 个城市 5 大品种钢材社会库存结束了连续 5 个
月的下降趋势，较上月略有回升，其中热轧板卷、冷轧板
卷和中厚板等 3 个板材品种略有上升，线材和螺纹钢等 2
个长材品种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9 月份，钢材社会库存 1150.71 万吨，环比增加 6.35
万吨，上升 0.56%，其中市场库存 1026.01 万吨，比上月
增加 13.35 万吨，上升 1.32%；港口库存 124.7 万吨，比
上月减少 7.0万吨，下降 5.32%。

9 月 份 钢 材 社 会 库 存 环 比 上 升 0.56%

三季度工业经济运行态势总体向好，但由
于工业经济的回暖与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低有
一定关系，且工业增速刚突破两位数，与过去的
高速增长有着明显区别。潘建成就此认为，当
前工业经济增长总体态势较为温和。

根据中经工业景气指数的模型测算，四季
度，工业经济增速加速上行的可能性不大，景气
值预计为 95.3，较三季度微降 0.1点。

据潘建成分析，当前，有四个因素决定四季
度工业经济运行不太可能出现加速回升。

首先，房地产投资是推动当前工业经济回
暖的一个主要动力。不过，受房地产调控以及
三、四线城市库存较多等因素的影响，房地产投
资快速增长势头恐难持续，这将影响钢铁、水
泥、家电、家具等行业的发展。

其次，受增长基数较高以及城市治理拥堵、
雾霾等因素影响，汽车增长保持较快增长的难
度将进一步加大，汽车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可能
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再次，随着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
矛盾的指导意见》的贯彻落实，钢铁、水泥、电解
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产能过剩局面有望得
到有效控制，一批落后产能将被淘汰出局，这些
行业的增长速度将受到影响。

此外，由于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四季度
工业经济增速出现下滑的可能性加大。

潘建成表示，对于四季度工业增速可能出
现的小幅下滑，不必过于担心。尽管三季度工
业经济增长再次回到 10%以上的增长水平，但
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工业经济保持 10%以
下的增速可能成为常态。一方面，我国经济发
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工
业增速也会随之调整。另一方面，当前部分行
业产能严重过剩的矛盾尚待解决，企业面临的
人工成本上升压力在进一步加大。受上述因素
影响，工业增长适当放慢脚步，可为结构调整和
转型升级留出空间。

“正如我们要逐渐习惯国民经济低于 8%的
增长，也要逐渐习惯工业经济一位数增长的态
势。”潘建成说，现在关键是要把目光从关注增
长速度转移到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一方面，
要抓实抓好化解产能严重过剩工作，坚决遏制
产能盲目扩张，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另一
方面，要依靠科技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
投资效率，实现创新驱动。

“当然，要实现调结构和创新驱动，关键要
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推
动财税、金融、土地等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尽可能为有序的
市场竞争提供公平有序的环境。”潘建成表示。

着 力 推 进

转 型 升 级
四季度工业增速不太可能出现

加速回升。当前应着力加快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