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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结构优化趋势明显,高

耗能、高污染的资源密集型行业

与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

型行业走势出现明显分化

2014年四季度，中经工业景
气指数延续 2012 年以来温和放
缓的走势，降至94.3；工业生产增
速波动放缓，全年增长 8.3%，为
20年来的最低点，工业增长换挡
趋势明显。

虽然工业生产增长步伐有
所放缓，但工业企业的盈利能力
基本正常。

2014 年 1 至 11 月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为 5.7%，
2012年和 2013年同期销售利润
率分别为5.7%和5.8%，连续三年
呈基本持平走势。2014年1至11
月企业净资产利润率为14.4%，同
比分别比5年前（2009年）和10年
前（2004年）高出0.9和1.4个百分
点。四季度工业企业景气调查的
结果也反映出企业效益基本正
常，近八成企业（77.3%）认为企业
效益“正常”或“好于正常”，比重高
于两年来的季度平均水平。与此同
时，单位工业产出的能源消耗持续
下降，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生产
用电量比上年同期下降4.1%。

盈利基本稳定情况下的增

长换挡应属于正常换挡，与此同
时，更值得关注的是工业结构优
化趋势明显。尤其表现在高耗
能、高污染的资源密集型行业与
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
行业的明显分化走势。

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以
煤炭、钢铁为代表的资源密集型
行业企业景气指数已下降至100
以下的水平，而在 2007、2008年
我国上一轮经济周期的顶峰阶
段，这些行业的景气指数均达到
了 160 以上的极高水平；而以
IT、仪器仪表和医药行业为代表
的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景气指
数 5 年来一直维持在 130-150
左右的高位。2014年工业中的高
技术产业，比上年增长12.3%，比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速度快 4
个 百 分 点 ，占 的 比 重 提 高 到
10.6%，占比提升 0.7 个百分点。
装备制造业比上年增长 10.5%，
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2.2 个百
分点，比重提高了1.2个百分点。

行业的资产结构也在发生
变化。以煤炭、钢铁、有色、石化为

代表的资源型行业的企业净资产
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净资产的比
重为24.9%（根据1至11月累计数
据计算，下同），比 5 年前下降 4.7
个百分点；以 IT、医药、仪器仪
表、交通运输制造业为代表的技
术密集型行业企业净资产所占比
重为 16.9%，比 5 年前提高 0.7
个百分点。从出口情况看，技术含
量相对较高的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出口交
货值2014年12月比上年同期增
长 17.9%，汽车增长 13.5%，均明
显 高 于 全 部 工 业 出 口 交 货 值
7.3%的增速；海关统计的一般贸
易出口（美元计价，下同）2014 年
比上年增长 10.7%，明显高于出
口总额 6.1%的增速，也体现出这
种结构的优化。

围绕工业生产的现代服务
业也快速增长。2014年1至11月
IT 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分别达到34.2%、33.2%
和 37.4%，远高于全部行业平均
15.8%的增速。

技术密集型行业势头好

在改革的推动和“三期叠
加”倒逼的共同作用下，企业创
新热情明显增强，对工业结构的
优 化 升 级 产 生 了 积 极 的 推 动
作用。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年度
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企业研发
投入“增加”的比重为57.2%，“基
本未变”的为37.8%，“减少”的为
5%；“增加”的比“减少”的多52.2

个百分点，这一结果比2013年上
升了24.8个百分点。

展望 2015 年，工业经济下
行 压 力 依 然 较 大 。一 是“ 三 期
叠 加 ”影 响 依 然 在 蔓 延 ，工 业
企业去库存效应进一步显现，
工业品价格仍将持续承压；二
是房地产市场回落的滞后效应
可 能 有 所 放 大 ；三 是 资 源 、环
境等工业生产的瓶颈约束将进

一步增强。
当前，面对化解产能过剩

和推进结构调整可能引发的剧
烈阵痛，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
气，坚决淘汰不适应新常态发
展的产能，从而促进产业生态
的良性循环。同时，需要进一步
加大创新力度，加快新型工业
化与信息化的有效融合，实现
工业增长驱动力的系统转换。

增 长 驱 动 力 加 速 转 换既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

坚决淘汰不适应新常态发展的

产能，也要实现工业增长驱动力

的系统转换

下 行 压 力
仍 然 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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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安吉，一家办公椅生产企业的工作人员在用 3D 打印机打印椅背。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从未来预期看，一方面“三期叠加”
影响依然在蔓延，去库存压力会进一步
加大，房地产市场下滑的滞后效应进一
步显现，对工业增长形成较大压力；另一
方面，包括简政放权在内的改革进一步
深化，市场活力有望不断增强，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与产业结
构升级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增长加
快，消费结构升级与收入分配改革的逐
步落实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全球经济受美国经济复苏带动总体
呈回暖态势有利于出口的增长。

在未充分考虑政策效应的情况下，
通过模型预测，2015 年一、二季度的工
业景气指数分别为 94.1 和 94.3，预警指
数为 63.3和 66.7。

企业家对2015年一季度经济走势的
预期继续减弱：订单需求继续回落，用工
计划和投资计划继续走低。具体来看，反
映工业企业家对一季度企业经营状况预
测的预期指数低于反映2014年四季度企
业经营状况判断的即期指数，且低于三季
度的预期指数，对未来预期继续减弱走
势；2014年四季度订货“增加”及“持平”的
企业占 79.3%，比三季度下降 0.8 个百分
点；出口订货“增加”及“持平”的企业占
91.3%，比三季度下降0.4个百分点，连续
2个季度下降；用工计划“增加”比“减少”
的企业比重低0.2个百分点，而2014年前
三季度用工计划“增加”的企业比重均高
于“减少”的企业比重；投资计划“增加”比

“减少”的企业比重低13.0个百分点，两者
剪刀差连续3个季度扩大，四季度比三季
度扩大1.5个百分点。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为保
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宏观调控应着重培
育新兴经济增长点，解决需求不足、增长
动力不足等问题。一是要着力扩大内
需，培育新兴消费市场、带动相关工业的
增长；二是要创新投融资体制，扩大民间
资本投资领域，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
发展潜力；三是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切
实缓解工业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