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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半年中经产业景气指数发布——

工 业 经 济 在 平 稳 发 展 中 寻 求 突 破
由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和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共同编制的《中经产业景气指数报告（2016 上半年）》今

日发布。中经产业景气指数报告分为工业、装备制造、煤炭、石油、电力、钢铁、有色金属、IT 设备制造、化工、医药、服装、文体娱乐用品制

造共十二个部分，重点分析了上述行业和领域 2016年上半年运行情况、运行特点和下半年发展趋势。

根据中经产业景气指数报告，2016

年一季度，中经产业电力行业景气指数

为 98.1，较 2015 年四季度下降 0.7 点，

比去年同期下降 1.3 点；二季度则表现

为明显上扬，中经产业电力行业指数为

98.6，比一季度提高 0.5 点。虽然有所波

动，但二季度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一

季度，中经电力行业预警指数为 75，较

上一季度下跌 8.3 点，再次进入偏冷的

“浅蓝灯区”；二季度，中经电力行业预

警指数达到 79.2，虽有所提高，但仍处

于偏冷状态。

电力消费增速有所提高，用电结构

继续调整。中电联数据显示，2016 年上

半年全社会用电量 2.78 万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2.7%，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 1.4

个百分点。其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

增长 9.2%，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 1.2 个

百分点；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增长

7.7%，比去年同期提高 2.9 个百分点；

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7.7%。第二产

业 用 电 量 由 “ 降 转 增 ”， 同 比 增 长

0.5%，但制造业用电量同比下降 0.3%，

化学原料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

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四大高耗能行

业用电量同比下降 3.3%，降幅比去年同

期扩大 1.8个百分点。

电 力 行 业 在 “ 调 结 构 ”、“ 降 成

本”中发挥重要作用。根据 《关于降

低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一般工商业用

电 价 格 的 通 知》，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

起，全国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平均每千

瓦时下调约 3 分钱，一般工商业销售电

价平均每千瓦时下调约 3 分钱，大工业

用电价格不作调整，减轻中小微企业

负担。2016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

工信部联合发布了 《关于水泥企业用

电 实 行 阶 梯 电 价 政 策 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对淘汰窑型以外的通用硅酸盐水

泥 生 产 用 电 实 行 基 于 可 比 熟 料 （水

泥） 综合电耗水平标准的阶梯电价政

策，进一步实现“奖高罚低”，同时各

地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在上述规定基础

上 进 一 步 加 大 阶 梯 电 价 实 施 力 度 。

2016 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通知，

完善两部制电价用户基本电价执行方

式 ， 减 轻 大 工 业 用 户 基 本 电 费 负 担 ，

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

电力行业发展面临挑战。2016 年上

半年，电力行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延续

2015 年以来的下降趋势，而且降幅有所

扩大。虽然煤电价格继续下降，但受电

力价格下降等因素的影响，电力行业收

入和利润均出现了下降。2016 年上半

年，规模以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主营业务收入 2.56 万亿元，

同 比 下 降 2.0% ， 实 现 利 润 2260.08 亿

元，同比下降 3.7%。2016 年上半年，全

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完成投资 1210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8.7%。其中，火

电投资同比下降 6.4%，水电投资同比下

降 17.9%，核电投资同比增长 5.1%，风

电投资同比下降 38.4%。

体制问题是制约电力行业发展的

关键性因素。长期以来，我国电力行

业市场体制发展缓慢，市场在配置资

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电

力价格与市场供需状况存在错位，资

源不足和资源过剩现象并存，企业活

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产业的转型升级。2015 年 《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

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提出了建立健全

电力行业“有法可依、政企分开、主

体规范、交易公平、价格合理、监管

有效”市场体制的总体要求，相关工

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由于影响范围

广、涉及利益主体多，电力体制改革

仍存在较多困难。

深化体制改革，推动电力行业转型

升级。电力属于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行

业，深化电力体制改革不仅是行业发展

的内在要求，而且对于提升我国经济活

力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全面推进，电力行业“去产能”、

“调结构”压力逐渐加大。充分认识电

力体制改革的重要作用，进一步理顺电

力行业各环节之间的关系，完善电力交

易平台，规范电力交易行为，突破电力

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瓶颈，强化电力行业

发展基础；积极推动电力直接交易，总

结试点经验，创新电力交易机制，进一

步发挥市场机制在电力交易中的作用；

完善市场退出机制，注重发挥市场机制

在淘汰落后产能中的作用；健全电力行

业创新机制，关注重大技术突破和重要

技术进展，探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

革命对电力行业发展的影响，探索新型

电 力 运 营 模 式 ， 推 动 电 力 行 业 持 续

发展。

以体制改革引领电力行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李 平 中经产业景气指数由经济日报社中经趋势中经产业景气指数由经济日报社中经趋势

研究院研究院、、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和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和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联合编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联合编

制而成制而成，，延续中经产业景气指数监测和关注的延续中经产业景气指数监测和关注的

传统工业重点领域传统工业重点领域。。

依托各自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权威视角依托各自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权威视角，“，“中中

经产业景气指数经产业景气指数””跟踪监测跟踪监测、、前瞻预警国民经济前瞻预警国民经济

重 点 产 业 的 运 行 情 况 和 趋 势重 点 产 业 的 运 行 情 况 和 趋 势,,及 时 发 掘 报 道 行及 时 发 掘 报 道 行

业领域中的新情况业领域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问题,,旨在旨在““把握产业脉把握产业脉

动动,,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发展”。”。

““中经产业景气指数中经产业景气指数””在景气指数的计算上在景气指数的计算上

采用了独特的采用了独特的““双曲线双曲线””方法方法;;在预警指数上在预警指数上,,采采

用红用红、、蓝等五色灯号系统直观反映产业运行所蓝等五色灯号系统直观反映产业运行所

处的处的““冷冷””““热热””状态区间状态区间。。

中 经 产 业 景 气 指 数 自中 经 产 业 景 气 指 数 自 20092009 年 建 立 以 来年 建 立 以 来 ，，已已

持续发布持续发布 2929 次次。。经济日报社在作好每个季度的经济日报社在作好每个季度的

指 数 发 布 和 报 告 解 读 外指 数 发 布 和 报 告 解 读 外,,也 在 运 用 中 经 产 业 景也 在 运 用 中 经 产 业 景

气 指 数 作 为 经 济 运 行 监 测 分 析 工 具气 指 数 作 为 经 济 运 行 监 测 分 析 工 具,,对 大 众 所对 大 众 所

关注的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研判分析关注的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研判分析。。依据中经依据中经

产业景气指数对宏观经济产业景气指数对宏观经济、、工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关重点相关重点

产业经济的分析和报道产业经济的分析和报道,,具有具有《《经济日报经济日报》》独特独特

的视角和判断的视角和判断,,更有自己的观点更有自己的观点，，得到了相关行得到了相关行

业协会的肯定和支持业协会的肯定和支持，，指数分析结果和指标数指数分析结果和指标数

据也被广泛应用据也被广泛应用。。

中经产业景气指数

经历了 2015 年大幅调整之后，2016 年上半年工业
领域的调整则变得较为“温和”，“平稳”、“恢复”成为最
具代表性的关键词。2016 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与 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基本相当，一、二季度增速分别为 5.8%和 6.1%，工业经
济运行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

工业平稳开局

2016 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平稳成为工业开
局最为主要的特点。一季度中经工业景气指数为 92.5，
与 2015 年第四季度基本持平；二季度，中经工业景气指
数达到 92.8，比一季度略有提高，在连续三年逐季下降
后首次出现小幅回升。中经工业预警指数表现也相当
平稳，基本上延续了 2014 年后期走势，维持在偏冷的

“浅蓝灯区”。工业生产趋于平稳，1 至 2 月份，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5.4%，增速有所回落；3 月份，工业增加值增
速大幅回升，达到 6.8%，；4 至 6 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
分别为 6.0%、6.0%和 6.2%，与去年同期水平基本相当。

分行业来看，电力、石油、化工、装备制造业、
IT 设备制造业和服装行业中经产业景气指数虽略有下
降，但基本保持平稳。钢铁、有色金属行业景气状况
出现明显好转，2016 年前两个季度，中经钢铁产业景
气指数为 94.6、95.8，分别比 2015 年第四季度增长 0.6
点 和 1.8 点 ； 中 经 有 色 金 属 产 业 景 气 指 数 为 96.0 和
96.9，二季度“触底反弹”环比上涨 0.9 点，扭转了
2014 年以来持续下降的局面，达到去年同期水平。化
工和电力行业景气指数有所回升，一、二季度中经化
工产业景气指数分别为 96.8 和 97.4，中经电力行业景
气指数分别为 98.1 和 98.6，二季度均出现了明显反
弹，但仍低于 2015 年第四季度。此外，中经医药产业
景气指数延续了 2014 年以来的平稳运行态势，文体娱
乐用品行业景气指数较 2015 年第四季度明显提高。
2016 年煤炭行业形势依然较为严峻，中经煤炭行业景
气指数连续两个季度环比下降。

企业经济效益恢复

2016 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528412.3 亿元，同比增长 3.1%；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9998.2 亿元，同比增长 6.2%，扭转
了 2015 年利润总额下降的局面。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
中，除了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
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以及烟草制品业、化
学纤维制造业明显下降之外，30 个行业的利润总额均
实现同比增长。

部分原材料行业经营状况改善。经初步季节调整，
2016 年二季度钢铁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10.0%，为
连续 6 个季度同比下降以来的首次增长；二季度有色金
属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7%，实现 2015 年下半年以
来首次单季同比增长；2016 年一、二季度化工产业利润
总额分别同比增长 16.2%和 14.1%，明显好于去年平均
水平。

装备类和消费类行业经济效益持续好转。经初步
季节调整，2016 年前二个季度，装备制造业利润总额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8.8% 和 10.1% ， 增 速 连 续 3 个 季 度 提
高 ； IT 设 备 制 造 业 利 润 总 额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8.2% 和
16.6%，增速较 2015 年第四季度持续大幅上升，彻底
扭转了 2015 年利润同比增速逐季下降的趋势；文体娱
乐用品行业利润总额分别同比增长 9.3%和 11.5%，增

速分别比 2015 年第四季度提高 5.0 和 7.2 个百分点，二
季度增速基本上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医药行业利润
总额增长率分别为 10.1%和 19.6%，第二季度增速比第
一季度增速上升了 9.5 个百分点，达到了 2014 年以来
的最高水平。

原材料价格回升是企业经营状况改善的重要原
因。2016 年二季度，钢铁行业产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7%，3 至 5 月钢铁行业产品出厂价格分别环比上涨
4.9%、8.4%和 2.5%；4 至 6 月，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分别环比上涨 1.0%、1.0%、0.9%；4
月份、5 月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出厂价格环比上涨
1.2%、1.7%。

“降成本”政策效果逐步显现。有关部门采取了一

系列“降成本”政策，进一步释放企业活力。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平均每千瓦时下调约
3 分钱，一般工商业销售电价平均每千瓦时下调约 3 分
钱。2016 年 1 至 6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
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5.79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0.24%。2016 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
务收入利润率为 5.68%，比一季度提高 0.24 个百分点，
比去年同期提高 1.9 个百分点。

结构调整稳中求进

在总体运行平稳中，工业转型升级继续推进。2016
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增速比

规模以上工业高 4.2 个百分点，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中的比重达到 12.1%，比上年同期提高 0.7 个百分点；装
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1%，高出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2.1 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32.6%，比
上年同期提高 1.2 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1%，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5 个百分点。

2016 年 2 月 4 日和 5 日，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钢
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和《关于煤
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十三五”
期间“去产能”工作正式拉开序幕。经初步季节调整，
2016 年一、二季度原煤产量分别为 9.2 亿吨、8.3 亿吨，
同比下降 6.4%和 8.9%，已连续 5 个季度同比下降；一季
度全国粗钢产量为 2.4 亿吨，同比下降 5.7%，二季度全
国 粗 钢 产 量 2.1 亿 吨 ，出 现 恢 复 性 上 升 ，同 比 增 长
1.4%。2016 年一季度，10 种有色金属产量为 1104.6 万
吨，为 2012 年以来首次同比下降，较 2015 年同期下降
4.3%，产量为 2014 年二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二季度
10 种有色金属产量出现了结构性反弹，达到 1340.2 万
吨，同比增长 3.0%，铜产量增速有所上升，电解铝、铅产
量降幅有所收窄，氧化铝产量同比由增转降。2016 年
上 半 年 生 铁 产 量 同 比 下 降 2.1% ，粗 钢 产 量 同 比 下 降
1.1% ，焦 炭 产 量 同 比 下 降 4.4% ，原 煤 产 量 同 比 下 降
9.7%，电解铝产量同比下降 1.9%，水泥、平板玻璃增速
也处于较低水平。

“去库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2016
年上半年工业“去库存”成效显著。经初步季节调
整，一季度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为 3.59 万亿元，同比
增长 0.7%，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7.8 个百分点，2014
年以来首次低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二季度工业企业
产成品资金为 3.74 万亿元，同比下降 1.1%，2010 年以
来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首次出现单季度同比下降，比
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低 5.1 个百分点，去库存效
果逐步显现。

平稳态势有望延续

目前，我国工业整体形势并没有根本性改变，仍处
于调整阶段，下行压力依然较大。2016 年 1 至 6 月全国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9%，比去年同期下降 2.4 个百分
点，比 1 至 5 月下降 0.6 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下降更
为明显，1 至 6 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8%，增
速比 1 至 5 月份回落 1.1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下降 8.6
个百分点。国内需求不容乐观，2016 年 6 月份全国居民
消费指数环比下降 0.1%，同比上涨 1.9%，涨幅比 5 月回
落 0.1 个百分点；6 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下跌
0.2%，同比下降 2.6%。目前，国际环境中不确定性因素
依然较多，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地缘政治问题突出，
英国脱欧的影响还没有全面显现，新一轮产业革命机遇
与挑战并存。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新兴经济体工业化
进程加快形成的压力并没有减弱，我国传统比较优势面
临挑战，国际形势更为复杂多变。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深化体制改革将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在相关政
策 的 推 动 下 新 动 能 的 作 用 将 逐 步 增 强 。 综 合 来 看 ，
2016 年下半年工业运行不会出现明显波动。经模型测
算，2016 年三、四季度的工业景气指数分别为 92.7 和
92.8，与二季度基本持平；三、四季度预警指数均为
70.0，继续在偏冷的“浅蓝灯区”运行。

（执笔：中经趋势研究院、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
技术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