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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实际增长10.3%，比9月份加快0.1个百

分点

10.3%

点评：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的信息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全国粗钢产量58738万吨，同比增长8%，增速同比加

快6.3个百分点；钢材产量79545万吨，增长11.7%，加快6

个百分点。前三季度，钢铁行业实现利润 1270亿元，同

比增长39.9%。其中，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利润648亿元，

下降2.1%；钢铁冶炼及加工业利润528亿元，增长1.8倍。

当前，我国钢铁行业运行正面临严峻挑战。受产能严

重过剩、铁矿石成本居高不下等因素影响，钢材价格低位

波动，近期行业利润虽略有改善，但整体处于微利状况。

在近日举办的第九届中国钢铁年会上，中国金属学会名誉

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翁宇庆指出，我国钢铁产品供需

状况已进入转变期，钢铁由数量增长为主向品种质量提升

为主的需求阶段已经到来，钢铁行业应走减量化道路，把

钢材过度消费降下来。用户对钢铁产品的需求有两种不

同的市场取向，对高档产品要求质量、性能、供货稳定，满

足特定用途需求;对低档产品要求低成本，性能有一定保

证，并向绿色化发展。针对用户需求的变化，钢铁企业要

做好技术储备，共同推动行业科技进步和转型升级。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副司长苗治民认为，

我国钢铁产品升级存在的核心问题是高性能钢铁材料的

使用比例较低，部分高性能的钢材品种、核心部件和重大

装备严重依赖进口，高标准磨具钢、特种耐腐蚀油井管、

船用耐腐蚀钢等关键钢材产品仍然满足不了要求。

根据用钢行业下一步发展趋势以及由此给钢铁产品

提出的更高要求，加快钢铁产品升级换代势在必行，促进

策略主要包括：一是推动建立建筑、汽车、船舶、家电、石

油、铁路等高性能钢铁材料的生产应用合作机制;二是建

设高性能钢铁材料应用示范平台;三是促进钢铁企业开

发高性能钢铁材料，支持钢铁企业联合下游用钢行业开

发、实施技术改造;四是加强钢铁产品标准和下游用钢设

计规范的升级，加快高性能钢铁材料认证;五是推进钢铁

材料加工配送中心建设。 文/常 理

前三季度全国粗钢产量同比增长 8%

重在品种质量提升

本报讯 记者暴媛媛报道：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
的信息显示，前三季度，石化产业完成投资 12629 亿
元，同比增长 17.3%，与 1-8 月份基本持平，增速同
比回落 15.5个百分点，低于同期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0.4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炼油行业完成投资1539亿元，同比增
长 22.1%，较 1-8 月份增长约 1 个百分点，增速同比
回落 3 个百分点；化工行业完成投资 10323 亿元，同
比增长 15.6%，与 1-8 月份基本持平，增速同比回落
16.9个百分点。代表行业高端制造水平的合成材料制
造业完成投资1371亿元，同比增长23.4%，高出石化
产业约6.1个百分点。

前 三 季 度 建 材 行 业 利 润 增 长 21.1%前 三 季 度 建 材 行 业 利 润 增 长 21.1%

前 三 季 度 化 工 行 业 利 润 增 长 11.4%

10 月份工业增速何以超预期
本报记者 顾 阳

铁路货运量持续走高
齐 慧

铁路货运量持续走高
齐 慧

10月份，铁路货运形势较

好。全国铁路货物发送量完成

34810万吨，同比增长7.4%。

国家铁路全月货运日均装车

142509车，继续保持自今年7

月中下旬以来的回升势头，同

比增加7788车，比9月份增加

了2531车，为今年以来的最好

水平

“

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10.3%，超出了市场预期。此前，由于终端需

求回升缓慢，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迟迟未能“转正”，显示出经济增长在需求面上

的较大压力，曾引发市场人士对未来工业经济增长的担忧。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这一月度经济数据的核心指标，在7、8、9月增速加快之

后，10月份又有良好表现，表明当前我国工业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进一步得到巩固

10 月份，铁路货运量创出年内新高。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从今年 6 月份开始实

行的铁路货运改革成效渐显，另一方面与

我国宏观经济企稳回升相关联。

据介绍，铁路运输收入约 70%来自货

运，长期以来都是“以货补客”。今年以

来，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铁路货运量持

续下降。数据显示，全国铁路货运量除 1

月份同比增长 1.6%外，2 至 6 月份同比增速

持续为负。

“在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铁路货运量

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产业结构息息相

关。”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副教授张

晓东解释说，目前在我国铁路货运中，煤

炭、石油、粮食等大宗物资占主体，仅铁

路货运的煤炭就占全国煤炭的 50%以上，

我国能源消费又以煤炭为主，因此铁路货

运量的变化会比用电量更快地预示经济的

变化。

铁路货运量是评估 GDP 增长的重要指

标之一，并与用电量、贷款发放量一起被

用于分析宏观经济形势。

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三季度

我国 GDP 同比增长 7.8%，增速比二季度

回升 0.3 个百分点。对比铁路货物发送量

从 7 月份实现今年以来的首次正增长、8

至 9 月 份 继 续 攀 升 ， 第 三 季 度 同 比 增 长

7.2%，10 月份再创今年以来新高。数据表

明，铁路货运量与宏观经济指标表现呈现

正相关。

“10 月份铁路货运量增速上升说明，煤

炭等大宗货运需求稳定，这与制造业、重

工业运行回暖直接相关。”有关专家表示。

此外，从交通部门公布的数字看，前

三季度水运货运量增长 8.8%，公路货运量

增长 11.1%，航空增长 1.8%；规模以上港口

完 成 货 物 吞 吐 量 79.5 亿 吨 ， 同 比 增 长

10.3%，其中，内贸吞吐量增长 10.4%，外

贸吞吐量增长 9.9%。这都印证了经济回暖

的势头明显。

然而，铁路前三季度货运量同比增长

仅为 0.4%，表现并不理想。随着国家进一

步深化改革，主动调低增长速度，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铁路货

运改革也要随之提速。数据显示，铁路货

运主要增量仍在“黑大粗”货物上。10 月

份，煤炭同比日均增加 3200 车，矿建增加

2413 车，粮食增加 1066 车，3 个品类的装

车增量占全路装车总增量的八成以上。这

从一个侧面反映货源结构依然没有改变，

其 他 货 物 市 场 的 拓 展 步 伐 有 待 加 快 。

专家表示，随着宏观经济企稳向好、

冬储煤拉运逐渐启动等因素叠加，四季度

我国铁路货运量走势仍会企稳向好。同

时，铁路货运价格改革值得期待，随着铁

路改革的不断推进,铁路改革红利将持续存

在,比如铁路货运价格的市场化是对铁路运

输企业的主要利好,目前还尚未得到释放。

“我们现在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居世界第

一，去年共 17700 万箱，但是其中海铁联

运所占比重仅为 1.14%。之前的铁道部曾计

划将海铁联运的比重提高到 20%，那么以

去年的水平来看应该有 3540 万箱，由此可

见，铁路货运发展的潜力巨大，关键在于

真正按市场经济理念去走。”中国远洋物流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际庆说。

本报讯 记者祝君壁报道：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
的信息显示，前三季度，建材行业实现利润 2781 亿元，
同比增长 21.1%。其中，水泥制造行业利润 429 亿元，
增长 19.7%；平板玻璃行业利润 27 亿元，去年同期为
净亏损 10亿元。

前三季度，全国水泥产量 174834 万吨，同比增长
8.9%，增 速 同 比 加 快 2.2 个 百 分 点 ；平 板 玻 璃 产 量
58000万重量箱，增长 11.3%，去年同期为下降 4%。

数据显示，9 月份，重点建材企业水泥平均出厂价
为 346.8 元/吨，比上月上涨 6.8 元/吨，同比上涨 29.5
元/吨;平板玻璃出厂价 66 元/重量箱，比上月上涨 2.3
元/重量箱，同比上涨 4.7 元/重量箱。9 月末，重点建
材企业水泥库存 1828 万吨，同比上升 5.1%；平板玻璃
库存 4369万重量箱，上升 14%。

本报讯 实习生胡昊报道：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
的信息显示，前三季度，化工行业实现利润 2689 亿元，
同比增长 11.4%。其中，肥料制造业利润 218 亿元，下
降 31.4%。

重点产品价格监测显示，9 月份，烧碱 （片碱）
平均价格为 2470元/吨，同比下降 25.2%；纯碱 1450
元/吨 ， 同 比 持 平 ； 电 石 2930 元/吨 ， 同 比 下 降
15.8% ； 尿 素 1700 元/吨 ， 同 比 下 降 19% ； 黄 磷
15300元/吨，同比下降 11%。

前 三 季 度 石 化 产 业 投 资 增 长 17.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
化改革的号角。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以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
突破口，具体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
要任务和重大举措。

有关专家表示，中国经济向好态势
已经基本稳定，为下一步改革发展创造
了良好条件；全面深化改革，则为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从经济指标数据来看，除工业增速
连续 3 个月保持在 10%以上，拉动经济
的“三驾马车”10月表现同样稳健——

从投资看，1 至 10 月份全国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0.1%，增速虽比 1
至 9 月略微回落 0.1 个百分点，但总体
表现稳定；

从消费看，10 月份全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3.3%，增速与上
月 持 平 ， 已 连 续 5 个 月 运 行 在 13%
之上；

从出口看，10 月份出口增速由负

转正、回归正常增长轨道。随着外部
需求的逐步改善，未来我国出口应能
实现稳定增长。

“上述这些变化说明，今年以来国家
出台的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
政策效应正不断释放，有效改善了市场
预期、提振了发展信心。”牛犁表示。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则认
为，当前中国经济不但消解了硬着陆的
风险，而且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
平稳增长的态势。

不过，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与挑战同
样不能掉以轻心。相关专家表示，当前
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不确定、不稳
定因素依然较多，我国经济运行存在的
深层次矛盾依然突出，经济增长的内生
动力有待提升。

“提质增效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
主要导向，这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
过程。”张立群表示，随着中长期改革
计划的实施和推进，将为中国经济未来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10 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10.3%；
1 月至 10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7%。

“原先预计 10 月份工业增速可能会有所
回落，实际却是加快 0.1 个百分点，延续了三
季度出现的经济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现在可
以说经济增速基本稳住了。”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说。

从数字上看，10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速仅比 9 月份加快了 0.1 个百分点，但这
一小小的“0.1”，却是来之不易的。

数据显示，去年 10 月份工业增速要比 9
月份快出 0.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今年 10月份
工业增速的对比基数提高了不少，在这种情况
下，今年 10月同比增速仍比上月加快了 0.1个
百分点，表明工业稳中有升态势已较为明显。

据统计，41 个大类行业中，有40个行业增
加值在10月份保持同比增长，尤以制造业表现
最为突出。其中，汽车制造业继续保持强劲增长
势头，以同比18.2%的增幅位居首位；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等产业增幅也在12%左右。

分产品看，纳入统计的 464 种产品中，有

328 种产品在 10 月份出现同比增长。其中，
发电量 430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4%；钢材
9281 万吨，增长 12.3%；水泥 23254 万吨，增长
8.9%；原油加工量 4108 万吨，增长 3.1%；汽车
208.5万辆，增长 25.5%。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研究室主
任牛犁分析认为，10 月工业增加值的超预期
主要是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出口增速
的反弹超出预期，二是重化工制造业回升的幅
度超出预期。

据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10 月我国出口
1854 亿美元，同比增长 5.6%，高出市场预期，
而此前 9 月出口为近年来罕见的负增长。随
着外部需求的小幅改善以及出口旺季的到来，
出口的快速回升，带动了附加值较高的机电产
品、轻工产品等工业品增加值的增长。

国内经济的企稳回升、对未来经济发展预
期向好，促进了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制造业的
增速回升。随着国家加大对棚户区改造力度、
推动信息消费、启动一批基建项目等稳增长政
策的出台，企业家对制造业的投资信心逐步恢
复。前 10 个月，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 121308
亿元，增长 19.1%，较前 9 个月扩大了 0.6 个百
分点。

0.1 个百分点来之不易
10月份工业增速较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与企业发展信心增强、出口

增速反弹、重化工业回升幅度较大等因素有关

工业增加值指标的持续好转，体现了当前
制造业正处于复苏进程之中，与近期PMI数据
的改善形成了呼应。此前公布的10月份PMI为
51.4%，已连续4个月回升，创18个月来新高。

纵向来看，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速在 8 月份
达到年内高点 10.4%后开始回落，9 月份回调
0.2 个百分点，10 月份又比 9 月份加快 0.1 个
百分点。工业增速已连续 3 个月保持在 10%
以上，显示当前工业经济日益走稳的特征。

不过，在市场需求并不如预期旺盛的情况
下，一些市场人士对工业增速的这种持续性持
有谨慎态度。以钢铁为例，10 月上、中旬，全
国粗钢日均产量连续两旬环比下降，较 9 月份
明显回落，且 9、10月份钢价连续下跌。

对此，大多数专家分析认为，今年以来，主
要产品类别的工业增加值有了持续好转，一定
程度上预示着该指标复苏具有较大可持续性，
工业增加值未来有望保持整体上升的趋势。数
据显示，10 月份，工业三大门类均呈上涨态
势。其中，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3%，制造

业增长 11.4%，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增长 7.6%。

对于近期工业运行而言，化解产能过剩、
推进节能减排等因素的影响值得特别关注。

近期，国务院印发《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
剩矛盾的指导意见》，重点锁定钢铁、水泥、电
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五大产能严重过剩行
业。随着相关措施的落实，重点产业调整力度
会明显加大，对于增速的影响将显现。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发布的《2013 年下半
年中国工业节能减排走势分析与预测》则认
为，随着高耗能行业的高速发展，下半年部分
高耗能行业节能减排压力进一步增大。

据悉，今年上半年单位 GDP 能源消耗下
降 3.4%，而全年目标为下降 3.7%以上，四季度
节能减排面临较大压力。

展望四季度工业走势，工信部运行监测协
调局局长肖春泉近日表示，“年初确定的 10%
左右的工业经济增长目标，通过努力会有一个
好的结果”。

持 续 增 长 压 力 犹 存
我国制造业正处于复苏进程之中。但是，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刻不容缓，

推进节能减排不能松劲

新 一 轮 改 革 提 振 信 心
经济发展须更加注重质量与效益。随着中长期改革计划的

实施和推进，我国经济未来持续健康发展将获强有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