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注 2016年5月17日 星期二 5

工 业 增 长 新 动 能 逐 步 显 现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司长 张卫华

今年以来，工业经济开局良好，突出表现为增速平稳、效益提升、结构改善的运行特征，工业

经济在转型升级、动力转换中保持了平稳发展。在传统行业增速放缓，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行

业增速明显回落、产量同比下降的同时，工业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增长实属不易——

今年 1 至 4 月，我国工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一方面表现为工业
生产结构的改善、过剩产能的化解、成本
费用的降低、企业效益的好转；另一方面，
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产品的
快速增长，显现出新动能、新引擎的增长
潜力和推动作用，从而使工业经济在转型
升级、动力转换中保持了平稳发展。

工业生产平稳增长

今年以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表现出总体平稳、波动向好的态势。考虑
到 3、4 月份工作日增、减的影响，平稳的
特征更加明显。其中，1 至 4 月份制造业
同比增长 6.6%，与 2015 年三季度 6.7%、
四季度 7%的增速相比也保持了基本稳
定，工业经济总体开局平稳。

从历史数据来看，实现这一平稳开
局实属不易。近几年，工业生产增速回
落幅度较大，2014 年工业增加值增速较
2013 年回落 1.4 个百分点，2015 年工业
增 加 值 增 速 较 2014 年 回 落 2.2 个 百 分
点，而今年 1 至 4 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长
5.8%，仅比 2015 年回落 0.3 个百分点，
回落幅度明显收窄。去年以来，工业月
度增速在 6%左右波动，阶段性筑底企稳
的迹象开始显现。

主要工业产品的增长支撑了工业生
产总体平稳增长。2016 年 1 至 4 月份，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乙烯产量同比增
长 11.2%，初级形态的塑料增长 9.8%，
精甲醇增长 9.1%，食品制造机械增长
19.5%，饲料生产专用设备增长 18.8%，
电力电缆增长 12.4%。

工 业 产 品 保 持 增 长 的 产 品 数 量 增
加，也体现出工业经济趋稳因素在增
强。2015 年、2016 年统计的 567 种主要
工业产品实物产量中，2015 年同比增长
的产品数量为 286 种，占 50.4%，2016
年 1 至 4 月份同比增长的产品数量为 349
种，占 61.6%，同比增长的产品数量上
升了一成多，体现出工业生产稳定增长
的力量有所增强。

工业经济效益有所提升

工业企业利润由降转增，企业效益状
况有所好转。今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3421.5 亿元，同
比增长 7.4%，增速比 1 至 2 月份提高 2.6
个百分点，扭转了去年利润同比下降的局
面（2015 年 ，工 业 企 业 利 润 同 比 下 降
2.3%，其中，四季度下降 3.5%）。从行业
面看，一季度 41 个大类工业行业中有 18
个行业利润总额呈两位数增长，而 2015
年全年仅有 9 个行业利润实现两位数增
长。从利润率看，一季度主营业务收入利
润率为 5.44%，同比上升 0.25个百分点。

库存水平有所下降，去库存取得初

步进展。2016 年 3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零增长，比去年末
回 落 3.3 个 百 分 点 ， 产 成 品 存 货 增 速
2014 年以来首次低于主营业务收入增
速，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 15.4 天，同
比减少 0.3 天，41 个大类工业行业中，
27 个行业产成品库存周转天数同比减少
或持平，占 65.9%。3 月末，企业存货水
平同比下降 0.7%，表明工业企业去库存
取得初步进展。

降本增效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成
本、费用出现下降。受益于一系列降本
增效政策的逐步实施，企业单位成本同
比 下 降 ， 财 务 费 用 降 幅 进 一 步 加 大 。
2016 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
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5.36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 0.34 元。一季度，财务费
用同比下降 3.2%，其中，3 月份财务费
用同比下降 3.9%，下降幅度较 1 至 2 月
份继续加大。

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增速放
缓 ， 一 定 程 度 上 反 映 了 去 产 能 成 效 。
2016 年 1 至 4 月份，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生产同比增长 2.5%，显著低于
去年全年 5.4%的增长水平；煤炭开采和
洗选业生产同比下降 0.5%，去年全年为
增长 1.9%。原煤、生铁、粗钢 1 至 4 月
累计产量同比分别下降 6.8%、3.7%和
2.3%，均呈下降态势。

补短板、促发展等措施使小微企业
面临的部分问题出现缓解迹象。在小微
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不景气的背景
下，随着有关扶持政策的逐步落实，小
微企业面临的融资贵、流动资金紧张等
问题有所缓解。一季度，小微企业获得
银行贷款的平均年利息及费用率约为
6.26%，比上年四季度下降 0.23 个百分
点，比上年同期下降 0.74 个百分点；小
微企业获得民间借款的平均月利率约为
1.63%，年化利率约为 21.38%，比上年
四季度下降 0.58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
下降 2.53 个百分点，融资成本出现下
降。在一季度的问卷调查中，29.6%的小
微企业反映流动资金紧张，比重较上年
四季度下降 1.5 个百分点，资金紧张状况
有所改善。

新动能发展彰显活力

面向市场需求的工业消费品增势看
好。2016 年 1 至 4 月份，工业消费品产量
中，精制食用植物油产量同比增长 8.7%，
精制茶增长 9.7%，乳制品增长 6.6%，电视
接收机顶盒增长 41.9%。

高技术产业较快增长。2016 年 1 至
4 月份，高技术产业同比增长 9.3%，高于
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3.5 个百分点，较一季
度加快 0.1个百分点。其中，航空、航天器
及设备制造业增长 27.9%，信息化学品制
造业增长 19.1%，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增长 11.1%，医药制造业增长 9.6%，医
疗 仪 器 设 备 及 仪 器 仪 表 制 造 业 增 长
7.5%，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反映新动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势
良好。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规划引领下，新动能发展显
现活力。2016 年一季度，工业中包括节
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
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新
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同比增长 10%，高于全部规模以
上工业 4.2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结构持续改善。近年来，
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比重持续提
升，2016 年 1 至 4 月份，高技术产业增
加值比重为 12.1%，较 2015 年全年比重
上升 0.3 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比重为
32.6%，较 2015 年全年比重上升 0.8 个
百分点，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采矿业
和六大高耗能行业在工业中的比重继续
降低，1 至 4 月份采矿业和六大高耗能增
加值比重分别为 7.3%和 27.7%，较 2015
年全年比重分别下降 1.3 个和 0.1 个百分
点，显示出工业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
的状况正在得到改善。

利润增长的行业结构也体现工业经
济转型升级特征。2016 年一季度，从各
行业的利润增长情况来看，高技术产业利
润总额同比增长 26.5%；装备制造业利润
增 长 12.7% ，消 费 品 制 造 业 利 润 增 长
8.4%，符合转型升级方向的行业利润快速
增 长 ，均 高 于 全 部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利 润
7.4%的总体增长水平。

新产品释放增长潜力，成为创新驱动
的新引擎。2016 年 1 至 4 月份，新型交通
运输设备、高端电子信息产品和智能化、
自动化设备等新产品产量迅速增长，新
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92.5%，运动型多
用途乘用车（SUV）增长 47.3%，工业机
器人增长 24.7%，智能电视增长 25%，智
能手机增长 10.8%，太阳能电池（光伏电
池）、光纤、光缆、光电子器件、移动通信
基站设备、动车组、城市轨道车辆、自动
售货机售票机、安全自动化监控设备等
产品产量均实现两位数快速增长。

总的来看，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指引下,在稳增长、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和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政策等一系列政策作用下，工业经
济开局平稳，企业效益状况有所好转，“三
去一降一补”取得初步进展。在传统行业
增速放缓，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增
速明显回落、产量同比下降的同时，工业
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增长实属不易，这一态
势来源于新行业、新动能的增长支撑和传
统产业的转型，表明工业结构调整、动力
转换、转型升级正在有序推进。下阶段，
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逐步落实和改革任
务的不断推进，工业经济总体将延续总体
平稳、稳中有进的基本格局。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5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
为 62029 元，同比名义增长 10.1%，增
幅比上年提高 0.6 个百分点。在我国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城镇非私营
单位平均工资仍然保持较快增长，其背
后的动力在哪里？

“2015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
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受工资政策和宏观
经济总体稳定两个因素的影响。”国家
统 计 局 人 口 和 就 业 统 计 司 司 长 冯 乃
林说。

从政策因素看，2015 年，全国范围
内将机关事业单位纳入养老保险制度，
个人缴纳的有关费用作为税前工资组成
部分纳入了工资统计。在同时进行的机
关事业单位工资结构调整中，养老保险

和工资调整部分从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
补发，并全部纳入 2015年工资统计。

与此同时，各地推进落实事业单位
绩效考核制度，实行基层公务员职务职
级并行，落实中央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
设的要求，增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殊
津贴，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受政策影响，2015 年机关事业单
位平均工资水平增幅明显高于往年。”冯
乃林说，据测算，如果扣除机关事业单
位对平均工资的影响，全国非私营单位
平均工资增长 8.1%，增幅比上年回落
1.4个百分点。

从企业单位工资政策因素看，2015
年，我国有 27 个省 （区、市） 上调最低
工资标准，平均增幅 14.9%。同时，21
个省 （区、市） 发布了 2015 年企业工资

指导线。尽管与上年相比，2015 年各
地 工 资 指 导 线 增 幅 多 为 持 平 或 收 窄 ，
但仍保持了较高增速。一些效益比较
好的企业工资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工资
指导线。

“宏观经济总体稳定也为工资增长
奠定了基础。”冯乃林说，经济结构调
整也呈现出积极变化，一些高端装备制
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科技推广和
应用服务等行业发展较好，工资增长
较快。

“从其他指标看，城镇非私营单位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较快增长也能得到
印证。”冯乃林说，2015 年，全国城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31195 元 ， 比 上
年名义增长 8.2%；年末居民住户本外
币 存 款 余 额 551929 亿 元 ， 名 义 增 长
8.9%。

值得注意的是，2015 年，我国不同
行业的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增长状况也
出现了分化。首先，产能过剩行业工资
增长停滞甚至负增长。受产能过剩影
响，采矿业平均工资同比下降 3.7%，为
多年来首次出现工资负增长的行业门
类。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同比下降
6.4%；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同比增长
0.4%，增幅回落 7.4 个百分点。此外，
涉及钢铁行业的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分别仅增长
0.3%和 0.8%。

其次，制造业和建筑业工资增长较
慢，但高端装备制造业增长较快。受产
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影响，传统制造业和
建筑业平均工资增长放缓。制造业同比
增长 7.7%，增幅回落 2.9 个百分点；建
筑业同比增长 6.7%，增幅回落 2.1 个百
分点。但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 造 业 增 长 较 快 ， 分 别 增 长 11.1% 、
9.3%和 9.2%。

再次，部分服务业工资增长平稳，
信息、资本市场服务保持高速增长。批
发零售、交通运输、住宿餐饮、信息、
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居民
服务 8 个行业中有 5 个行业增幅下降，2
个行业增幅略有提高，1 个行业增幅不
变。增幅最高的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1.1%，增幅
提高 0.2 个百分点；最低的是金融业，
同 比 增 长 6.0% ， 增 幅 回 落 2.6 个 百 分
点 ， 但 其 中 资 本 市 场 服 务 同 比 增 长
40.3%，增幅大幅提高 18.3 个百分点，
主要与去年上半年的股市牛市有关。尽
管金融业增幅相对较低，但平均工资高
达 114777元，仍居各行业首位。

城镇非私营单位工资为何涨得快
本报记者 林火灿

2015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受工资政策

和宏观经济总体稳定两个因素的影响

2015年我国不同行业的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增长状况出现分化

本报北京 5 月 16 日讯 记者冯其予从商务部获悉：
今年 4 月份全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46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0.1%，较上年同期加快 0.1 个百分点，扣除价
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 9.3%；环比增长 0.8%。1月至 4月
累计同比增长 10.3%。商务部监测的 5000 家重点零售
企业销售额月度增速连续两个月回升。

商务部市场运行司负责人指出，4 月份消费市场整
体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具体有以下 5 个特点：一是网络
零售占比进一步提升。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继续保
持较好增长态势。二是餐饮收入增长明显加快。随着餐
饮企业进一步转型升级，再加上近期天气转暖出行增
多，4 月份全国餐饮收入增长 11.6%，增速较上月加快
0.2 个百分点。三是吃、穿、用、住等基本生活类商品
销售普遍提速。四是升级类商品热销，时尚家电受欢
迎。随着品质消费理念深入人心，消费品升级换代需求
增加。五是消费价格水平保持平稳，蔬菜价格明显回
落。4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2.3%，涨幅与
上月持平，较上年同期扩大 0.8个百分点。

全 国 消 费 市 场 平 稳 增 长
升级类商品热销

本报北京 5 月 16 日讯 记者冯其予报道：从商务部
获悉，今年 1 月至 4 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3914.5 亿 元 人 民 币（折 合 600.8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71.8%；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3840.2 亿元人民币（折
合 589.4 亿美元）,同比增长 3.8%；4 月末我在外各类劳
务人员 98.3万人。

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指出，1 月至 4 月我国对外
投资业务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我企业承揽的基础设
施类工程项目增多。1 月至 4 月，我企业承揽的境外
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 2133 个，较上年同期增加四成,
新签合同额 432.5 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
新签合同额的 73.4%。二是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投资合作快速增长。1 月至 4 月，我国企业共对“一
带一路”相关的 49 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
合计 49.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三是流向服务业
的投资快速增长。1 月至 4 月，我对外投资流向第三
产业的投资 43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73.2%，占同期
对外投资总额的 73%。

前4月对外投资增幅超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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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6 日，在北京科技活动周主会场上，参加未来工

程师竞赛的小选手正在进行物联网创意设计。今年的北

京科技周推出一系列重大示范活动，包括全国科普讲解

大赛、全国科普微视频大赛等。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科 技 周 上 亮 点 多

本报北京 5 月 16 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最高人民
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16 日分别下发通知，要求各级人
民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
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 242.3 元，该标准较上年度增加
了 22.58元。

据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
赔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
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国家统
计局 2016 年 5 月 13 日公布，2015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
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63241 元。根据上述法律规
定、统计数据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
均工资的计算公式，对属于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国家
赔偿案件，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确定了新的日赔偿
标准为 242.3 元。

两高公布国家赔偿新标准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日赔242元

本报北京 5 月 16 日讯 记者顾阳报道：为贯彻落实
环保电价政策，实现“十三五”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国家
发展改革委、环保部联合发出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环保电价专项检查，并将对重点地区组织交叉检查和随
机抽查。

据悉，从 2016 年 5 月 20 日至 10 月 31 日，各省级价
格和环保主管部门联合检查发电企业、电网企业 2015年
度的环保电价政策执行情况。重点检查执行环保电价燃
煤发电机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排放浓度小时均值
超过限值的行为；燃煤发电企业通过各种手段人为导致
在线监测数据失实的；电网企业拒绝执行或未及时执行
脱硫电价、环保电价的行为。

全国环保电价专项检查将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