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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增长的内生动力，来

自于消费类行业的平稳增长，

以及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和民生

相关的投资存在巨大的增长空

间。同时，也与高新技术产业的

较快发展密切相关

二季度中经工业景气指数比
一季度下降0.4点，显示工业经济
仍处于换挡的趋势之中。4、5、6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
增长 5.9%、6.1%和 6.8%，表明换
挡节奏趋于缓和。

二季度工业增长的减缓与出
口需求趋弱有关。4、5、6月工业品
出口交货值分别下降2.9%、3%和
2.8%，而一季度的 1-2 月增长
4.2%，3月增长0.9%。这一结果表
明出口的下滑对工业增长的影响是
显著的。

二季度工业增长的减缓与产
能过剩相关。从二季度企业景气
调查结果看，企业的设备利用率
同比仍呈下滑态势。较大的产能
过剩导致去库存化加剧，二季度
工业库存和产成品资金进一步较
大幅度下滑，工业生产者价格连
续40个月同比下跌，对工业增长
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其中，产能

过剩比较严重的资源型和资源密
集型行业的增长下滑尤其明显。

二季度工业增长的减缓还与
汽车行业出现负增长有关。4、5、6
月，汽车日均产量同比分别下降
0.3%、1.6%和增长0.7%，而一季度
同比则增长4.7%。在年产销高达
约2400万辆的情况下，汽车生产出
现换挡是很正常的。

二季度工业增长换挡，很大程
度上也与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滞后
影响有关。房地产投资增长的持
续下滑，房屋新开工面积的大幅度
下降，对建材类资源密集型产业带
来明显影响，也对关联类消费品行
业产生渐进的滞后影响。

在上半年外需明显回落、产
能过剩依然严峻、房地产市场调
整的滞后影响不断蔓延、汽车产
销呈现换挡的背景下，伴随着人
工成本持续上升、环保压力不断
加大，工业经济呈现缓中趋稳的

走势，表明工业增长的内生动力
并不弱。这种内力首先来自消费
类行业的平稳增长。上半年以来
消费者信心持续上升，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保持相对平稳较快增
长，是促进消费类行业平稳增长
的基础。

内力还来自我国基础设施投
资和民生相关的投资存在巨大的
增长空间。上半年铁路、公路、公
共设施、水利等投资继续呈现较
快增长态势，对相关产业的带动
作用是巨大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内力
同时与高新技术产业较快发展密
切相关。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10.5%，比规模以上工
业 快 4.2 个 百 分 点 ，占 比 达 到
11.4%，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

从地区看，技术产业占比相
对较大的地区如广东、江苏、浙
江等，工业增长动力相对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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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
展，工业企业加快升级步伐，加
大信息化投资，设备更新改造投
资热情高涨，正加速进入“换装”
时代。

从信息化投资看，第三产业
中主要包括 IT 服务业等行业的
其他服务业上半年增长 8.9%。
IT 服务业需求的快速膨胀刺激
了其投资的增长，上半年IT服务
业投资增长 28.8%，与全社会投
资增速（11.4%）和第三产业投资
增速（12.4%）形成反差，从侧面
反映了全社会尤其是工业企业的

信息化需求。
从装备更新情况看，前 5 个

月，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8.6%和
8.9% ，均 快 于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7.3%的增幅，其占规模以上的比
重分别达到 48.1%和 26.4%。

上海市前 5 个月集成电路
制造业产值增长 9.1%，机器人
制 造 相 关 产 值 增 长 10.4% ，均
明 显 高 于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1.1%
的增长幅度。江苏省前 5 个月
高 技 术 行 业 产 值 同 比 增 长
9.6%，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3.2 个百分点。
先进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增

长，带动了相关产业投资的高增
长。广东省前 5 个月技术改造
投资增长 56%，比一季度提高
14.9%，其中工业技术改造投资
增速高达 78.5%。浙江新开工
项目投资中，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20.8%，比同口径工业投资高 10
个百分点。

广东、江苏、浙江是我国工
业经济发展的龙头。龙头的工
业换装，对于全国工业的转型升
级具有示范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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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业企业的信息化投

资加大，设备更新改造投资热

情高涨。这是产业结构升级的

内在要求，也推动了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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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半 年 有 望
止 降 趋 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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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某公司车间，一名工人正在操作激光切割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支持实体
经济的发展，政府继续加大了稳增长、
调结构的政策支持力度。

不过，工业经济仍存在较大的下行
压力，产能过剩形势依然严峻，去库存
化尚未结束，对企业的生产和利润增长
构成压力；房地产市场虽局部回暖，但
整体调整尚未结束；新《环保法》实施，
企业环境保护支出压力加大。同时，由
于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地缘政治
的动荡，外需回升乏力。

综合上述各方面因素考虑，工业经
济运行有望止降趋稳。

在未能充分考虑政策效应的情况
下，通过模型预测，三、四季度的工业景
气指数分别为 92.7 和 92.8，预警指数为
66.7和 66.7，呈止降趋稳走势。

当前，经济增速继续“换挡”，企业家
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趋于谨慎：订单
需求、用工需求和投资需求未能延续一
季度回升的态势，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回
落。反映工业企业家对三季度企业经营
状况预测的预期指数为 119.5,比反映二
季度企业经营状况判断的即期指数高
2.5点，比一季度的预期指数低 8.3点；二
季 度 订 货“ 增 加 ”及“ 持 平 ”的 企 业 占
77.9%，比一季度回落 2.0 个百分点；其
中,出口订货“增加”及“持平”的企业占
91.0%，比一季度回落1.0个百分点；用工
计划“增加”与“减少”的企业比重持平，
而一季度为“增加”比“减少”的企业比重
高 5.6 个百分点；投资计划“增加”比“减
少”的企业比重低14.2个百分点，两者剪
刀差比一季度扩大2.8个百分点。

受国内外需求增长放缓的制约，工
业经济增长动力依然不足。当前，应加
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速度，重
塑工业经济增长动力，由过去的要素扩
张型增长逐渐转向配置优化型增长和
素质提升型增长。鉴于此，一是要尽快
启动一批优先发展项目；二是要推动创
业创新企业发展；三是要加大简政放权
力度，促进重点领域有效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