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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中经发布预告

工业经济如何与高质量发展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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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二季度中经产业景气指数今日发布。与一季度相同，本季度中经产业景气指数所采

集的具有代表性的行业和领域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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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具体行业，同时又涵盖能源、材料和工业3个综合性领域——

依托独立采样调查系统依托独立采样调查系统，，经济日报社目前已建成产经济日报社目前已建成产

经经、、财经财经、、农经全覆盖的经济信息数据库农经全覆盖的经济信息数据库，，创业企业调查创业企业调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中国家庭财富调查中国家庭财富调查、、中经产业景中经产业景

气指数气指数、、中农景气指数中农景气指数、、小微企业运行指数等特色信息产小微企业运行指数等特色信息产

品均已编制发布品均已编制发布。。

88月份即将发布的产品有月份即将发布的产品有：：20182018年年 77月份月份““经济日报经济日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报告报告、、中经农业中经农业

景气指数报告等景气指数报告等。。

二季度中经产业景气指数发布——

工业运行整体平稳 信心指数小幅回落
吴 滨 王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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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6.7%，增速较一季度放
缓 0.1 个百分点，较去年全年加快 0.1 个
百分点，工业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在面
临经济结构调整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多重
压力下，短期工业增速虽略有下降，但工
业基本面没有发生改变。我国处于工业
化后期，正由高速度工业化转向高质量工
业化发展，该增速处于合理区间。整体
上，上半年工业运行平稳，企业经济效益
不断改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持
续发力，内需作用逐渐增强，经济发展质
量逐步提升。

工业景气平稳运行

2018 年上半年，工业景气指数整体
运行平稳，在较高景气区间运行。2018
年一季度，中经工业景气指数为 132.4，
是2013年以来最高水平。二季度工业景
气指数从高位微幅回调至 129.8，环比下
降 2.6 点，同比上升 0.9 点，比 5 年均值高
8.8 点，仍处于近年来相对较高水平。4
月 份 至 6 月 份 ，工 业 生 产 增 速 分 别 为
7.0%、6.8%和6.0%，继续在6%至7%的增
长区间波动运行，保持相对平稳运行态
势。这主要源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
推进改善了资源类行业市场供求关系，以
及高技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等新动能持续发力。

随着煤炭、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
业供求关系有所改善，资源类行业景气状
况继续运行在相对较高水平。2018年前
2 个 季 度 ，能 源 行 业 景 气 指 数 分 别 为
126.9和128.9，连续2个季度保持上升态
势，接近130的高景气水平。上半年能源
生产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能源行业工业
增加值同比累计增长 8.7%，二季度增长
7.1%，增长水平均处近年高位。在能源
行业三大子行业中，石油、煤炭行业上升
趋势明显，尤其是石油行业呈现持续上升
态势。2018年前 2个季度石油产业景气
指数分别为 132.6 和 126.5，位居工业行
业景气前列；中经煤炭产业景气指数分别
为 118.0 和 116.6，呈 持 续 上 升 态 势 。
2018年前 2个季度材料行业景气指数分
别为 127.5 和 125.6，仍在较高景气区间
运行。各子行业景气指数均维持较高水
平，钢铁行业表现抢眼。

新动能持续集聚，医药、IT设备制造
等高技术产业领域景气指数仍呈现高位
平稳运行态势。中经医药产业景气指数
一季度为 152.5，二季度为 146.1，比近 5
年均值高 1.1点，位居制造业首位。中经
IT设备制造业景气指数一季度为137.8，
二季度为135.3，比近5年均值高7.1点。

整体上，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
进、国际油价上涨等因素影响，上半年全
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一季度扩大 0.2 个百分点。二季
度各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分别下

跌 0.2%、上涨 0.4%和上涨 0.3%，由环比
下跌转为上涨。这一上涨主要由生产资
料价格上涨所致，二季度各月生产资料环
比 由 跌 转 涨 ，分 别 为 下 跌 0.2% 、上 涨
0.5%和上涨0.4%。

高技术行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表现出
一定的分化趋势，二季度医药行业价格同
比涨幅持续扩大，IT 设备行业价格同比
跌幅继续扩大。医药行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同比上涨2.7%，连续7个季度呈涨幅扩
大态势。从环比来看，4 月份至 6 月份医
药行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分别上涨 0.2%、
0.1%和 0.4%，呈持续上涨态势。IT设备
行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跌 2.5%，连
续 3 个季度呈下跌态势。但环比看，4 月
份、5 月份、6 月份 IT 设备行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分别为下跌 0.3%、持平和上涨
0.1%，也呈现出由跌转涨温和恢复趋势。

企业经营能力持续提升

2018 年二季度，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增长 16.7%，比上季
度上升 0.6 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的增长
主要来源于工业品价格环比上涨、减税降
费政策带来的成本下降以及工业产能利
用率持续提升等因素。一方面，受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和资源类行业供求

关系改善的影响，煤炭、钢铁、有色、非金
属矿物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另一方
面，今年以来包括3条深化增值税改革举
措、7项支持创新创业和小微企业发展等
大量减税降费政策密集出台落地，降低了
企业经营成本，为企业创造了更多利润空
间。1 月份至 5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4.49
元，同比减少 0.31 元。经营成本降低为
企业创造了更多利润空间。此外，上半年
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76.7%，比上年
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

资源类行业利润增长依然保持强劲，
盈利增长有所加快。二季度能源行业实
现 利 润 总 额 2916.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5.5%，增速比上季度上升 1.1 个百分
点。分行业看，石油行业利润总额为
1124.3 亿元，同比增长 82.7%，增速比上
季度大幅回升 38.4个百分点。这是由于
国际原油价格维持高位震荡，国内成品油
价格年内多次上调，拉动了石油行业销售
收入与利润增长。二季度材料行业利润
总额为 5411.9 亿元，同比增长 30.0%，增
速比上季度上升2.5个百分点。

高技术行业利润增速也表现出一定
分化趋势，医药行业增速下降，汽车行业
增速提升。医药行业利润总额为840.8亿
元，同比增长 8.5%，增速比上季度下降

14.0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下降 7.4个百
分点。二季度医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放
缓，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回落有关。

在利润总额上涨的同时，工业企业赢
利能力也进一步增强。经测算，二季度工
业企业销售利润率为 6.5%，比去年同期
上升 0.4 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煤炭、
石油、化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资源型
行业利润率分别为 12.0%、7.8%、11.7%、
11.1%，医药、汽车等高技术行业利润率
也明显高于工业平均水平。

机遇与挑战并存

今年上半年，在工业生产平稳增长的
同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新产业新
产品快速成长，新动能增长较快。上半年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装备
制造业同比增长 9.2%，战略性新兴产业
同比增长 8.7%，三个行业增速分别快于
规模以上工业 4.9 个、2.5 个、2.0 个百分
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
13.0%、32.5%、18.3%。具有高技术含量
和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产量快速增长，新
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88.1%，工业机器
人增长23.9%，集成电路增长15.0%。

数据显示，二季度企业订货景气指数
为 84.2，比一季度上升 0.2 点，其中出口
订货景气指数为 86.8，与上季度基本持
平。与此同时，国内外形势日益复杂，下
半年对工业增长的外部压力加大。从上
半年统计数据与地方调研情况来看，中美
贸易摩擦对中国工业冲击尚未显现，影响
也有限。据统计，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
值同比增长了5.7%。这是由于现阶段经
济发展外贸依存度不断降低，内需支撑作
用增强。去年出口交货值仅占工业总产
值的一成左右。美国发布的无论是 500
亿美元还是 2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
清单，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不到 1%。虽然
短期内对部分出口导向的区域、行业和企
业冲击较大，但对我国已经形成的全球产
业分工格局和竞争优势难以产生颠覆性
变化。

企业家对未来预期仍较乐观，二季度
企业家信心预期指数为 129.9，比上季度
下降 4.4点，比去年同期上升 2.5点，仍处
于较高水平。分行业来看，高技术制造
业、装备制造业等产业结构升级行业及食
品制造等消费升级行业企业家信心预期
较高。这反映出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
级对工业推动作用仍在延续，工业品市场
需求保持稳定，工业经济运行具有韧性。

整体上，工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化，
产业结构优化与消费升级作用逐步凸显，
给工业经济稳中求进带来了机遇，但要高
度关注来自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等方面的压
力和挑战。短期要注重平衡，防范重大风
险，长期要加强核心技术攻关，以创新驱动
高质量工业化。综合来看，三季度工业经
济有望继续延续平稳增长态势。

上半年，工业经济、工业景气延续平

稳运行态势：1月份至6月份，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月度增速两年

多运行在6%至7%的增长区间；工业景气

指数为129.8，连续6个季度处于130左右

的较高景气区间。

工业经济在平稳运行的同时，新动能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据显示，1月份至

6 月份，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1.6%、

9.2%和 8.7%，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整体

增速高4.9个、2.5个和2.0个百分点；从新

产品来看，新能源汽车（88.1%）、工业机器

人（23.9%）、集成电路（15.0%）等新产品产

量保持较快增长，增速均超过规模以上工

业平均增长水平。企业景气调查的结果

也显示出新动能保持在较高景气水平，医

药、仪器仪表、IT设备等高技术产业景气

指数继续运行在130以上的高景气区间。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工业经济保持

平稳运行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我国创

新力度不断加大，推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

业快速增长。随着国家鼓励创新驱动政策

不断落实，中国创新能力正在稳步提升，最

新发布的《2018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

中国由2017年全球排名第22位上升至第

17位，首次跻身全球创新指数20强。二是

高耗能行业快速增长的贡献。数据显示，

1月份至5月份，石油、化工、非金属矿物制

品、钢铁、有色、电力6大高耗能行业的主

营业务收入增速分别为 17.1%、10.8%、

14.2%、15.2%、12.2%和12.5%，均高于规模

以上工业10.2%的增长水平。高耗能行业

销售增长加快，其背后是工业发展对基础

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一定程度的依赖。

从这两个方面看，前者正是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体现，后者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

平稳增长的背后存在隐忧，包括房地产泡

沫风险、与基础设施关联的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污染防治难度加大的风险。与此同

时，上游资源型产品价格上涨带来下游产

业成本提升的压力日趋明显，也值得关注。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国际经济环境

的变化。近一段时期以来，美国挑起的中美

贸易战已开始对企业信心产生影响。企业

景气调查结果显示，二季度反映对未来景气

预判的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9.9，比上季度

下降4.4点。大多数行业企业家信心指数不

同程度回落，尤其是纳入加税清单的电子、

机械等行业企业家信心指数回落幅度相对

较大。数据显示，电气、通用设备、专用设

备、IT设备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分别比一季

度回落7.1点、6.0点、5.1点和4.9点。企业家

信心指数回落进一步影响到企业未来的投

资意愿。二季度，工业企业投资景气指数为

96.9，比上季度下降1.9点，且比去年同期下

降1.6点；电气、通用设备、IT设备、专用设备

制造业企业投资景气指数与上季度相比分

别下降2.9点、2.8点、1.8点和1.4点。

当前，工业运行环境变化对工业经济

的突出要求就是要与高质量发展对表，因

为过去的高速增长不仅不可持续，而且存

在风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势在必行。

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工业高质量发

展。而其前提则是要明白什么不是工业

的高质量发展，比如资源过度消耗，环境

治理不到位的发展就不是高质量发展，必

须坚决改进；比如在住房空置率不断攀升

的情况下，依然靠膨胀的房地产泡沫推动

的增长就不是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决遏

制；比如主要靠寅吃卯粮借债加大杠杆率

推动的经济增长就不是高质量发展，必须

坚决去杠杆；比如一些地方和开发商不断

推送不达标的所谓“精装修”商品房从而

推高实际房价、最后又被住户打掉“精装

修”重装造成资源巨大浪费和环境破坏的

发展就不是高质量发展，要更加重视资源

存量包括房地产资源存量的优化配置

……要切实结合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更高

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

要求，结合目前正积极推进的三大攻坚

战，找好发展的平衡点和发力点。

其次，要明白高质量发展主要应该干

什么。真正理解了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

发展的含义，就不会对经济增长下滑过分

担忧，要降低对工业增长速度的要求，提高

对质量的要求。这个要求要靠创新投入，

但更重要的是注重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率，

要充分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下定决

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这三个“心”紧密

关联，缺一不可。在当今这个比较浮躁的

社会氛围中，“恒心”显得尤为重要。很多

问题的出现，很多背离高质量发展现象的

发生，或多或少都与急功近利的思想有关

系。我们既要有“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干劲

和紧迫感，也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

与韧性。这就是与高质量发展对表，哪些

对得上，要抓紧推；哪些对不上，要坚决改。

在经济运行平稳的同时，
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转
型升级在加快推进。中经工业
景气指数报告显示，2018 年
二季度，中经工业景气指数为
129.8，比上季度下降 2.6 点，
比去年同期上升 0.9 点；与近
5 年均值相比，高 8.8 点。工
业企业景气虽高位回落，但仍
处于近年来相对较高水平。

“ 当 前 经 济 存 在 一 些 亮
点，这些亮点为高质量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为真正实现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条件。”在国
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
心副主任潘建成看来，亮点首
先表现在经济韧性在增强，
GDP 连 续 12 个 季 度 保 持 在
6.7%至 6.9%的增长区间；亮
点也表现在物价上，CPI连续
6年到7年涨幅在2%左右，既
没有通胀压力，也没有通缩危
险，PPI 从曾经的连续 54 个
月下跌到最近持续将近两年时
间同比上涨，而且是保持温和
的幅度，没有大的波动……这
个环境是难能可贵的，为改
革、创新、转型及高质量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不确
定性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同时，要看到韧性背后消
费结构升级也在持续。潘建成
认为，二季度消费支出的增长比一季度加快，消费支出
不光包括实物消费还包括服务消费，这意味着消费的动
力其实是在增强，也说明消费结构、投资结构以及产业
结构都在优化。

值得注意的是，中经工业景气指数报告认为，从未
来预期看，工业企业订货景气处于近年来相对较高水
平，显示工业品市场需求保持稳定；消费结构升级和产
业结构升级对工业的推动作用依然在延续，民间投资保
持较快增长，意味着下半年工业经济依然具有平稳增长
的韧性。

“订货平稳、产能利用率提高、成本下降、价格上
升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形成了一个正反馈机制，促进
了企业效益的改善和提升，稳定了企业家的信心。”潘
建成说，这个循环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构成了今天我
们看待经济增长韧性增强的重要依据，为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的“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在这样的形势下，走高质量
发展的路就有了一些宽松的环境和条件。

“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仍有诸多亮点，民间投资
和制造业投资加快，工业企业生产平稳，企业利润改
善，用电量增长平稳。”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
济系副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颜色表
示，实际经济问题更多是结构性问题。虽然中美经贸摩
擦升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可能会扩大，但我国目前对外
依存度已经从 2007 年超过 60%下降到三分之一左右，
内需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我们的储蓄率一直比较高，之前主要锁定在房地
产市场，未来消费市场还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可以主
要从农村消费和城市消费这两块发力。”有业内人士在
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业内人士认为，对于农村消费，一方面通过乡村振
兴、产业升级、打赢脱贫攻坚战等主要方式来提高农民
收入水平，从而实现“有钱可花”；另一方面通过增加
教育、医疗、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来提高农民
的社会保障水平，实现“有钱能花”。在城市消费方
面，通过生产更多符合中高端消费需求的高品质商品以
替代进口，也就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商品品
质、降低价格，来拉动城市消费。

“不光要提升实物消费的质量和水平，还要提升服
务消费的供给和水平。同时，将过剩领域的资源通过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减税降费等举措，转移到真正需求的
领域。”业内人士说，服务业的绝大部分企业都是民营
企业，要给予他们更加公平的环境和待遇，让他们更具
创新活力。

“甘蔗没有两头甜。我们既要打三大攻坚战，又想
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不太可能、不现实的。”潘建成
表示，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经济环境，一方面外
部环境出现巨大变化，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又快又好的日
子结束了；所以高质量发展不仅重要，而且更紧迫，可
以说迫在眉睫。

中共中央政治局 4 月 23 日召开会议强调，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关键是要主动同高质量
发展要求对表，对得上的加紧推，对不上的及时改。怎
么对表？一方面要充分认识、挖掘、培育人才市场的威
力，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和创新环境；另一方面，把关注
的重点放在如何打造大国重器上，放在如何促进创新驱
动上，使未来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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