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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二季度中经产业景气指数发布——

工 业 运 行 整 体 好 于 预 期

培 育 新 动 能 要 有 新 思 维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 潘建成

由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共同编

制的2017年二季度中经产业景气指数今日发布。与一季度相同，所采集具有代表性的行业或领域共14个，既包括煤炭、石

油、电力、钢铁、有色金属、非金属矿物制品、化工、汽车制造、IT设备制造、医药、服装等具体行业，又涵盖能源、材料和工业等

综合性领域。

更多详情请扫描二维码

8月份中经发布预告

依托独立采样调查系统，经济日报社

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目前已建成产经、财

经、农经全覆盖的经济信息数据库，直采调

研团队范围已覆盖26个省级行政区，创业

企业调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中国家

庭财富调查、中经产业景气指数、中农景气

指数、小微企业运行指数等特色信息产品

均已编制发布。

8月份即将发布的产品有：“经济日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

报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专题报告、中

经农业景气指数二季度报告。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旨在通过科学

抽样、采用现代调查技术和调查管理手段，

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业专业大户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相关信息，为相关的

研究、决策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本次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方案设计由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承担。

2017 年二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6.9%，增速在一季度基础上又提高 0.1 个百分点，创
2015 年以来单季最高同比增速，工业平稳运行的基础
更加坚实。中经工业景气监测预警结果显示，二季度中
经工业景气指数为 128.9，比 5 年均值高 7.9 点，继续保
持在较高水平。与一季度相比，中经工业景气指数下降
2.2点，在连续4个季度，即一个年度周期持续上升后出
现小幅回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业运行趋稳的内在
特性。

稳中有进趋势明显

2017 年 4 月份至 6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
同比增长 6.5%、6.5%和 7.6%，继续呈现平稳冲高的运
行态势，在经历3月份短暂加速后，4月份和5月份工业
生产回归平稳，6月份工业增速再次冲高。纵观2017年
上半年，工业增速具有明显的“波浪形”特征，工业运
行内在动力有所增强。

传统行业，特别是资源类行业增速有所好转。经初
步季节调整，前两个季度能源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3%，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其中，电力行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石油行业增加值由降转增，煤
炭行业下降 1.7%，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5.1 个百分点。与
之类似，前两个季度材料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0%，
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1.8 个百分点。从内部各子行业来
看，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工、有色金属和钢铁行业分
别为 5.9%、4.3%、1.5%和 0.4%。其中，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与一季度基本持平 （微升0.1个百分点），有色金属
和钢铁行业由降转增，增幅分别达到1.5%和0.4%。

新动能正在集聚，对工业推动作用增强。经初步季
节 调 整 ， 前 两 个 季 度 IT 设 备 行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13.7%，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依然处于较高水平；
医药行业延续 2016 年二季度以来的波动上升态势，
2017年前两个季度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比一季度上
升 0.5 个百分点。消费类行业生产状况也有所改善，服
装行业增速连续两个季度回升，前两个季度增加值同比
增速达到6.5%，比一季度加快0.9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汽车行业继续维持调整态势。经初步季
节调整，2017 年二季度汽车产量同比增长仅为 3.7%，
增速比上季度回落 7.4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季度回落，

“1.6升及以下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对行业需求的透支
效应仍在持续。

价格同比增速放缓

总体上看，二季度仍处于资源类产品价格释放阶
段，产品价格同比增速保持较高水平。经初步季节调
整，二季度能源行业工业品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同比
上 涨 16.4% ； 材 料 行 业 生 产 者 出 厂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12.3%。其中，煤炭、石油、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和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37.2%、22.9%、
17.7%、13.6%、9.9%和 7.2%。但另一方面，随着前期
积累需求的逐步消化以及补库存调解作用减弱，资源类
产品供需关系趋于缓和。与一季度相比，二季度能源行
业和材料行业工业品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分别同比涨
幅收窄7.1和5.4个百分点，结束了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涨
幅连续扩大的走势。其中，煤炭行业价格涨幅比上季度
回落 2.4 个百分点，石油行业价格涨幅回落 16.6 个百分
点，钢铁行业价格涨幅回落达22.4个百分点。

医药和服装行业市场表现相对充分，生产者出厂价
格呈现上升趋势。经初步季节调整，二季度医药行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3%，涨幅比一季度扩大 0.5 个
百分点，延续了 2016 年四季度以来的上涨态势；服装
行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0.9%，比一季度提高 0.1
个百分点，增速继续温和上升。

工业品出口持续回暖。经初步季节调整，二季度工
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1.3%，增速比上季度上升
2.5 个百分点，延续了一季度的上升态势。出口交货值
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为 10.4%，比上季度上升 0.6 个百分
点，出口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有所提升。就行业来看，装
备类和消费类产品表现较为突出。2017 年二季度，IT
设备行业出口交货值为 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增速比上季度上升2.3个百分点；服装出口额达到356.9
亿美元，同比增长7.6%，扭转了连续三个季度出口下降
的局面；医药产业企业出口交货值为 401.2 亿元，同比
增长7%，增速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较高水平。

企业经营状况改善

2017 年二季度，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在高位回

落。经初步季节调整，二季度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
长19.9%，较一季度下降8.6个百分点，这是连续6个季
度持续上涨后的首次下降。另一方面，与历年平均增速
相比，目前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仍处于较高水平。

虽然增速放缓，但资源类行业利润增长依然强劲。
经初步季节调整，二季度能源行业实现利润总额2146.8
亿元，同比增长 45.4%。其中，煤炭行业利润总额
795.4 亿元，同比增长近 17 倍；石油行业利润总额
615.2 亿元，同比增长 90.4%。二季度材料行业利润总
额为4160.6亿元，同比增长28.5%。其中，有色金属行
业实现利润 697.3 亿元，同比增长 37.9%；钢铁行业实
现利润 692.9 亿元，同比增长 29.6%；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实现利润1149.2亿元，同比增长28.8%；化工行业实
现利润1621.2亿元，同比增长24.3%。

医药和服装行业利润总额持续增长。经初步季节调
整，二季度医药行业利润总额为 519.8 亿元，同比增长
16.3%，增速比上季度上升 1 个百分点；服装行业实现
利润总额 321.6 亿元，同比增长 12.0%，增速比上季度
上升6.6个百分点，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在利润增长的同时，工业企业赢利能力也进一步提

高。经初步季节调整，二季度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为
6.2%，比 2016 年同期高出 0.4 个百分点，为 2012 年以
来同期最高水平。分行业来看，煤炭、化工行业的利润
率达到 11.0%和 10.0%，明显高于全部工业平均水平；
与消费相关以及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的食品制造、酒饮
料、烟草、医药、汽车、仪器仪表等行业利润率也保持
相对较高的水平，达到8%以上。

工业运行压力加大

尽管供需状况有所变化，但“去产能”始终是工业
结构调整的重点，钢铁、煤炭、有色金属行业面临一定
压力。2017 年二季度，全国粗钢产量同比增长 3.6%，
增速较上季度回落 2.2 个百分点，钢铁行业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为 1054.3 亿元，同比下降 8.8%；由于发电量和
钢铁产量的增加，加之基数效应的影响，原煤产量自
2015 年一季度首次出现同比增长，增速达到 8.0%，但
投资继续下降，二季度煤炭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145.7 亿元，同比下降 8.5%；二季度我国十种有色金属
产量同比增长 4.1%，增速比上季度下降 7.6 个百分点，
有色金属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774.0亿元，同比下
降9.5%。

经初步季节调整，截至二季度末，能源行业产成品
资金为 2103.8 亿元，同比增长 7.7%，增速比上季度下
降 2.3 个百分点，比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低 12.5 个百分
点，两者之间的剪刀差进一步扩大；材料行业产成品资
金为 9265.5 亿元，同比增长 7.4%，增速比上季度上升
2.6 个百分点，产成品资金增速低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速
9.3 个百分点，两者之差比上季度有所缩小。扣除价格
因素后，能源行业和材料行业实际库存均保持下降势
头，延续去库存状态。

纵观 2017 年上半年，工业运行的整体表现明显好
于预期。但从下半年看，工业发展仍面临较大压力。一
方面，国内市场供需不稳定因素增多。随着前期市场需
求的消化，工业品价格增速明显放缓，2017 年二季度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在连续 9 个月持续上涨后转为
下跌，4月份至6月份分别下跌0.4%、0.3%和0.2%，特
别是资源类产品价格同比上涨势头明显减弱，下半年供
需状况转变的压力较大，对工业发展造成一定的挑战。
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美国政策调
整等因素的影响还没有全面显现，贸易保护主义加剧，
地缘政治问题突出，国际贸易形势不容乐观。在这种背
景下，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传统产业
改造升级，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极培育新动能依
然是我国工业发展的重点。

二季度，工业企业订货景气指数为86.1，比上季度
上升 1.4 点，在一季度小幅回调后再次提升；工业企业
家信心预期指数为127.4，比上季度下降3.0点，但仍处
于相对较高水平，表明企业家对未来企业经营状况持谨
慎乐观态度。综合来看，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三季度
工业有望继续保持平稳态势。

(本文执笔:吴 滨 王宏伟)

上半年，工业生产同比增长 6.9%，增速
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加快
0.9 个百分点，也高于去年全年 6%的增长水
平。二季度企业景气指数为 128.9，连续 2 个
季度保持在 120 以上的正常景气区间。订货
景气处于 2013 年以来高点，二季度工业企业
订货景气指数为 86.1，比一季度上升 1.4 点；
工业企业出口订货景气指数为 86.9，比一季
度上升0.6点。

工业经济好于预期，表现在突破了 2012
年以来持续温和回落的趋势，成为推动 GDP
增长超过年初制定的 6.5%左右目标重要动
力，并由于工业品进口的快速增长对全球经
济回暖作出了贡献。

在推动工业增长好于预期的动力中，新
动能表现日趋明显，特别是消费结构升级、产
业结构升级推动相关行业快速增长，比如电
子、汽车、电气机械、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医
药、仪器仪表和家具制造业等行业生产保持
两位数增长；企业景气调查数据显示，二季度
医药、仪器仪表、电气制造、IT、汽车等行业
企业家信心指数在 130 以上，其中医药制造
业达到 144.5。从产品看，民用无人机、高性
能化学纤维、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光电
子器件、城市轨道车辆、自动柜员机、新能源
汽车、集成电路、太阳能电池、环境污染防治

专用设备、SUV 等新产品均呈现高速增长。
从创业情况看，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7 年上半年制造业新登记企业同比增
长 18.4%，比 2016 年的增速高 1.8 个百分点，
更明显高于2015年5.8%的增速。

新动能的增强是工业经济好于预期的重
要原因，也是我国制造业能否由此迈向中高
端的关键因素。因此，深入分析新动能增强
的背景和相关因素，对于促进新动能的持续
提升，实现工业经济的根本转型，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新动能增强与新技术革命浪潮相关。当
前，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突出表现在三个领
域：一是以新材料重大突破为标志的物理学
革命；二是以基因工程重大突破为标志的生
物技术革命；三是以大数据关联产业重大突
破为标志的数字革命。在政府相关政策的支
持和引导下，在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推动下，近
年来中国企业积极顺应这一技术革命浪潮，
在以上几个方面均有不凡表现。

新动能与科技、教育水平以及开放程度
密切相关。作为长三角的龙头，上海今年一
季度的主要高新技术产品和部分重点工业产
品均快速增长，其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87.5％。珠三角地区 3D 打印、虚拟现实、无
人机等新技术新产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

前已建成 10 个智能制造示范基地，形成了新
一代移动通讯、新型平板电脑、半导体照明等
７个超千亿元新兴产业集群。长三角、珠三
角新动能的强劲增长与科技创新、教育水平
以及开放程度密切相关。数据显示，多年来
广东、江苏的 R&D 经费、R&D 人员全时当
量、专利申请数均居全国前列。

新动能的发展与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
研究表明，长三角和珠三角为我国市场化程
度相对最高的地区，也是民营经济活跃度最
高的地区，这种活跃带动了民间资本的集聚
和民间投资的较快增长，促进了产业集群的
形成和创新动能的增强。

从以上孕育新动能的关键因素来看，通
过增强新动能来发展工业经济，不能沿用过
去单纯依靠规模扩张的老路。

新动能的培育特别需要创造适宜创新的
软环境。单纯通过大规模建设工业园区、经
济开发区这些硬环境，没有与之配套的制度、
文化、政策等软环境，未必能真正激发新动
能。不断深化的放管服改革，就是为营造这
样的软环境创造条件。比如如何完善教育制
度，有利于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比如如何完
善金融体系，如何为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多资
金支持；比如如何充分发挥不同地区的资源
禀赋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比如如

何加快服务业开放步伐，促进生产性服务业
的国际交流，为制造业创造更默契的配套服
务体系。当前，除了在制度层面、政策层面激
励创新之外，特别需要加强在文化层面激励
创新，尤其要在全社会培育拒绝山寨、宽容失
败的创新文化，彻底改变短期行为对创新的
极大伤害，改变“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一文
化习俗对创新的束缚，以“功成不必在我”的
胸襟，实现从量变逐渐到质变的跨越。

要深入研究全球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趋
势，并以此为基础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产业
支持政策。同时，要特别注重相关产业政策
的实际实施效果。要充分发挥市场化在新动
能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财政支
持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要顺应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中国是一
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消费大国。随着
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消费结构升级步伐
加快，消费潜力逐渐迸发，未来消费空间的持
续并向纵深拓展值得期待。这是中国实现创
新发展的重要内在优势。要将这一优势转化
为现实，需要加强对中国消费者消费理念、消
费行为变化趋势的研究，总结新时期我国消
费行为的变化规律；同时需要加强供给侧研
究，以适应消费行为的变化趋势，促进产业结
构升级与消费结构升级形成共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