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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工业增加值由过去

两位数以上的增速，逐渐回落

至今年以来基本上 9%以下的

增长水平，工业经济“换挡”特

征十分明显

自2012年一季度以来，工业
经济增长呈现波动回落态势。中
经工业景气指数由 2012 年一季
度的 96.6 波动回落至今年三季
度的94.4。工业增加值也由2012
年年初两位数以上的增速回落到
2013年10%左右的增长，再逐渐
回落至今年以来基本上 9%以下
的增长水平，工业经济“换挡”特
征十分明显。

工业生产增长回落的背后，
也表现出了明显的结构性波动。
首先是电力增长出现历史罕见的
大幅度下滑，2011 年至 2013 年
年 均 分 别 增 长 12% 、4.7% 和
7.6%，而今年前 9 个月仅增长
4.4%。这也影响到煤炭行业，其
利润率由2011年起持续下滑，今
年前9个月仅为3.6%。

能源需求增长的减弱，是结
构调整过程中高耗能行业增长
下 滑 的 必 然 结 果 。2011 年 至

2013 年，钢铁行业增加值年均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9.7% 、9.5% 和
9.9%，而今年前 9 个月，增长率
大幅下滑至 6.2%。

三季度企业景气调查显示，
所有不景气的 5 个行业（景气指
数低于 100）均为能源行业或与
之相关的高耗能行业，分别为煤
炭开采、石油开采、铁矿石开采、
石油加工、钢铁冶炼，与上述行业
关联密切的河北、山西、黑龙江等
地今年以来工业增长大幅度下
滑，结构调整阵痛在这些行业和
地区得到特别充分的体现。

结构调整有阵痛，也有成效。
煤炭产业不景气的另一面，恰恰反
映出节能降耗的成效。据测算，今
年前三季度，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
电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1.6%，比
2011年同期下降4.9%；高耗能行
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部工业主营
业务收入比重，由2011年的35%

下降到今年前9个月的33.7%。
与此同时，消费结构升级对

工业经济的驱动作用更加明显。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与消费结构
升级密切相关的医疗、汽车、IT
等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在
全部工业中的比重为 15.6%和
18.5%，分别比去年同期提高 0.4
和 1.8 个百分点。食品制造、烟
草、家具制造等消费类行业仍保
持在较高的景气水平，其景气指
数分别为142.6、149.7和130.9。

此外，创新驱动对工业经济
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更加明显。其
中，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增长持续
加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业经
济转型升级的需求在增长。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租赁和
商务服务、IT服务业以及科技服
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
37.5%、34.4%和38.4%，比全社会
投资增长高出20个百分点左右。

结构调整有阵痛有成效

受“三期”叠加、房地产市场
温和回落、企业库存压力加大的
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工业经济仍
存在较大的下行压力。不过，国内
外需求仍存在诸多利好因素，有
望推动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从反映未来市场需求变化
的“订货”来看，三季度企业景气
调查显示，八成工业企业订货“处
于正常水平”或“高于正常水平”，
与前两个季度相比变化不大。其
中，食品、烟酒、纺织、家具、文体
用品制造等与消费相关的行业，
以及汽车、IT、仪器仪表等与结

构升级相关的行业订货状况相对
更加理想。消费者信心的波动回
升也表明消费需求增长是平稳
的，对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望增强。

从外需来看，美国保持温和
复苏的态势对全球经济的回暖产
生推动作用，今年一系列稳外贸
政策的滞后影响也在不断显现，
四季度出口需求有望继续改善。

根据模型测算，未来两个季
度，中经工业景气指数可望继续保
持平稳运行态势，与三季度相比变
化不大，也预示着未来工业保持平
稳增长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进入
“新常态”，对工业经济运行的分
析，不能仅仅局限在工业内部。因
为，产业结构的变化，或者说服务
业比重的不断加大，一定程度上
表现出工业增长的向下换挡。在
这样一个换挡的过程中，过“重”
的工业在不断瘦身，既能减轻体
重，又可以使体格更健康，使资源
利用更节约，使生态环境得到更
有效保护，使单位投入的产出效
率进一步提高。经过这样的调整，
工业增速可能会慢一些，但步伐
会更稳健，也会走得更远。

未 来 增 长 更 稳 健 更 持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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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未来的预期看，稳增长政策继
续发力，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基础设施建
设、保障房建设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力度
的加大，对工业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
支撑作用。

然而，“三期”叠加对经济的不利影
响仍在延续，国内库存压力不断增大，企
业订单增长放缓，对企业生产形成较大
的下行压力。数据显示，8 月 PMI 新订
单指数由年初开始的逐步回升（7 月达
到 53.6%）转为回落，8 月、9 月分别回落
至 52.5%和 52.2%。与此同时，通信器
材等消费热点经历了上半年的快速增
长，市场需求也有所回落，抑制了相关工
业品的生产。从国际形势来看，全球经
济仍延续温和回暖态势，但欧洲和日本
经济呈现回升乏力的征兆，全球经济复
苏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综合来看，近期工业生产、销售和盈
利仍有较大的下行压力。在未充分考虑
政 策 效 应 的 情 况 下 ，通 过 模 型 预 测 ，
2014 年四季度、2015 年一季度的工业
景气指数分别为 94.3 和 94.4，预警指数
为 63.3和 66.7，呈稳中有落走势。

企业家对四季度经济走势的预期有
所减弱：订单需求小幅回落；用工计划和
投资计划继续走弱。具体来看，反映工
业企业家对四季度企业经营状况预测的
预期指数比对反映三季度企业经营状况
判断的即期指数高，但比二季度的预期
指数低，对未来预期呈减弱走势；三季度
订货“增加”及“持平”的企业占80.1%，比
二季度下降 1.1 个百分点；出口订货“增
加”及“持平”的企业占 91.7%，比二季度
微降 0.2 个百分点，由连续 6 个季度的持
续回升转为回落；用工计划“增加”比“减
少”的企业比重高 1.4 个百分点，两者剪
刀差在二季度比一季度缩小 4.0 个百分
点的基础上，三季度比二季度再次缩小
3.9个百分点；投资计划“增加”比“减少”
的企业比重低 11.5 个百分点，两者剪刀
差连续两个季度扩大，三季度比二季度
扩大2.1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