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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大、全国
工业总体低迷情况下，轻工业发展稳健、
风景独好。”在日前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主办的“轻工业消费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
张崇和如是说。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轻工业以占全
国工业13.92%的资产总额，实现了占全
国工业 18.74%的营业收入和 20.05%的
利润。同时，我国轻工业科技创新蔚然
成风，品牌质量不断提升，在高质量发展
之路上疾速前行。

势头稳效益升有动力

2019年1月份至10月份，我国规模
以上轻工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6.05万亿
元，同比增长3.89%，增速低于全国工业
0.31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 1.01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0.03%，增速高于全国工业
12.93 个 百 分 点 ；营 业 收 入 利 润 率
6.26%，高于全国工业0.41个百分点，充
分彰显出轻工业发展韧性。

2019年1月份至10月份，我国轻工
出口 5521 亿美元，同比增长 5.64%，高
于全国 5.84 个百分点。前 3 季度，我国
外贸出口普遍受到中美贸易摩擦严重不
利影响，轻工业在对美出口下降6.5%情
况下，积极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出口东
盟 同 比 增 长 26.55% ，出 口 欧 盟 增 长
17.35%，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长
20.3%。轻工业出口占全国外贸出口
27.2%，成为稳定外贸的重要力量。

“目前，轻工业科技创新蔚然成风，
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重要抓手。”张崇和
说，我国轻工业每年完成科技成果鉴定
130 余项，评选行业科技奖励项目近
200 项，推荐国家科技奖励项目近 20
项，推动建设轻工业重点工程技术研发
中心 20 多家、轻工业重点实验室近 30
家。2019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首次发
布2018年度中国轻工业科技百强企业，
科技百强企业年度研发投入平均占营业
收入 2.46%，显著高于全社会平均研发
投入比重。

据了解，轻工业每年新修订、制订行
标、国标有300余项；轻工重点消费品国
际采标率已达到 95%；积极支持自主品
牌发展，推动开展“品牌授权”新业务，促
进中国品牌向高端化发展。

绿色轻工、智慧轻工也在加速建
设。通过推行绿色设计、开发绿色产品、

建设绿色工厂等举措，轻工业大力推动
绿色发展；以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
融合为主线，用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
技术提升传统产业，实现智慧发展。目
前，已有 260 家轻工企业获工信部绿色
工厂称号，74家企业入选工信部智能制
造示范项目。

“我国轻工业努力提升产业基础能
力和产业链水平，推动优势互补、高质量
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张崇和说，根据
国家 9 部门授权，今年新命名产业集群
15个，复评 40个，取消不合格产业集群
12个。目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支持地
方建设产业集群 280 余家，营业收入占
全国轻工总量20万亿元的40%以上，有
力支持了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满足消费升级有底气

今年 5 月，位于英国伦敦市中心的
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总部大楼，一场以

“厨房的蒸汽革命”为主题的发布会在这
里举行。摆放在会议舞台中央的主角，
是一款中国制造的蒸汽饭煲——九阳无
涂层蒸汽饭煲 S5。这款让现场米其林
大厨赞叹不已的饭煲，上面打着一行醒
目的中英文标签：“中国制造，小家电领
导品牌九阳原创。”

这款产品也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现
场公布的 10 款消费升级重点产品之
一。在发布会上，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
会长何烨还发布了第五批、第六批《升级
与创新消费品指南》。涉及食品、家用电
器、家具、五金、玩具、乐器、自行车、洗涤
日化、制笔等近 20 个行业，产品包括百

姓生活中最常用的智能家电、洗护用品、
儿童玩具、家具、乐器等共计 135 项，其
中性能优良、质量稳定可靠，可引领消费
趋势的升级消费品 69 项；采用新材料、
新工艺，设计新颖，具有独特功能或使用
价值的创新消费品66项。

“这些产品体现出一些升级和创新
特点，那就是食品更健康、营养和方便，
家电家居产品更智能、跨界和舒适，文体
休闲用品更具智慧创意。这些不断涌现
的创新产品，在满足消费升级的同时，提
升了企业效益、推动了行业发展。”张崇
和说。

据何烨介绍，为做好升级和创新消
费品评价工作，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组织
开展了《升级和创新消费品评价通则》团
体标准的制定工作，目前已完成审定，进
入报批环节。据了解，受工信部委托，中
国轻工业联合会已编制并发布了六批

《升级与创新消费品指南》，共计 333 个
产品，其中升级消费品160项；创新消费
品173项。

目前，轻工消费品品种丰富度、品质
满意度、品牌认可度明显提升，“中国游
客国外抢购电饭煲马桶盖”已成历史，全
行业良好局面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激发企业创新有活力

在第六批《升级和创新消费品指南》
中，方太两款油烟机产品双双获评“创新
消费品”。方太研发人员告诉记者，在方
太油烟机新品上市前，仅风机系统稳定
性测试就需要花费7个月时间，前后进行
100多次实验测试，只为了哪怕0.01%的

性能提升。
公开资料显示，方太坚持每年将不

少于销售收入的 5%投入技术研发。此
外，它还拥有一整套完善研发体系：1个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2 个国家级实
验室；近800人研发团队中，甚至包括飞
机风机研究专家、潜艇噪音专家、航空可
靠性专家、德国工业设计专家……

张崇和认为，要继续推动轻工业创
新升级和质量提升，就要激发企业创新
活力。要支持企业加大研发力度，争取
骨干企业研发比重提高到3%；组织联合
攻关，突破技术瓶颈，赶超国际先进
水平。

“我国轻工业要持续向高质量迈进，
应从提高效益、强化创新、打造品牌三个
方面着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
发展司司长卢卫生说。

张崇和说，在强化产品质量保障方
面，将大力发展高端团体标准，积极对标
国际先进标准；加强产品检验检测，推动
质量分级认证，鼓励产品优质优价。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孙会川表示，消费
升级需要安全可靠的高品质产品，要通
过加大监管抽查力度、加强问题突出产
品监督检测等举措加强轻工业质量
监管。

“我们将发挥 120 家轻工业重点实
验室、120 家轻工业重点工程技术研发
中心作用，通过推动官产学研用结合、产
业集群聚集发展，及实施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同轻工业实体经济融合发
展等举措，赋能轻工业发展新动力，推动
轻工业效益整体提升。”张崇和说。

12月12日，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发
布预测成果显示，2019 年我国钢材消费
量 预 计 为 8.86 亿 吨 ，同 比 增 长 7.3% ；
2020 年我国钢材需求量预计为 8.81 亿
吨，同比下降0.6%。

上述预测成果是冶金工业规划研究
院采用钢材消费系数法和下游行业消费
法进行预测，对两种方法所得结果加权
计算而来。该院已经连续 11 年发布钢
铁需求预测成果，多年来预测值与实际
数值吻合情况良好。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在
当日举行的“2020 年中国和全球钢铁需
求预测研究成果暨钢铁企业竞争力评
级”发布会上就此指出，2019年，全球经
济和国际贸易增长均有所放缓。我国及
时出台了一系列逆周期调节政策，较好
顶住了经济下行压力，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受益于国内经济稳定增长，我国建
筑、机械、能源、家电等主要下游行业钢
材消费量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促进我国
钢材消费量整体较快增长。

具体说来，2019 年，我国钢材消费
量出现较大增幅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较快。2019

年 1 月份至 10 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
增长 4.2%，比 2018 年全年加快 0.4 个百
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5.9%，
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8.1%。

二是房地产开发好于预期。2019
年 1 月份至 10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
资 10.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3%，较
2018 年全年加快 0.8 个百分点。其中，
住宅投资 8.07 万亿元，增长 14.6%，较
2018年全年加快 1.2个百分点。房地产
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85.5 亿平方米，

同比增长 9.0%。房屋新开工面积 18.6
亿平方米，增长10.0%。

三是工业生产总体平稳。2019年 1
月份至 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5.6%，保持平稳增长。

这些用钢大户确实给力！得益于内
需拉动，2019年以来，我国钢铁产量也出
现了明显增长。2019年1月份至9月份，
我国粗钢产量为 7.48 亿吨，同比增长
8.4%；钢材产量（含重复材）为9.09亿吨，
同比增长10.6%。中钢协分析指出，前3

季度，在国家各项稳增长措施推动下，各
地重大项目纷纷开工，为钢铁行业创造了
较好的市场环境。钢铁企业把握市场机
遇，满足市场需求，实现稳产增产，但行业
同时也存在产能释放较快等问题。

展望2020年，我国钢材需求量预计
为 8.81亿吨，同比下降 0.6%。根据冶金
工业规划研究院预测，2020 年，我国经
济将总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但增速可
能进一步回落，建筑、汽车、造船等行业
钢材需求将下降，机械行业钢材需求基
本不变，能源、家电等行业钢材需求仍将
保持增长。

根据预测，2020 年，建筑行业钢材
消费量 4.75 亿吨，同比下降 0.6%；机械
行业钢材需求量将基本维持现有规模，
全年钢材消费量预计为 1.42 亿吨；汽车
行业钢材需求量约4820万吨，同比下降
3.6%；能源行业钢材需求量约为3450万
吨，同比增长1.5%；造船行业钢材需求量
约 1000 万吨，同比下降 11.5%；家电行
业用钢需求量将达到1400万吨，同比增
长 3.7%；铁道行业钢材需求量约 550 万
吨，同比增长1.9%。

对于全球钢材需求状况，冶金工业
规划研究院发布预测成果则显示，2019
年全球钢材消费量约为17.81亿吨，同比
增长4.1%；2020年全球钢材需求量约为
18.02亿吨，同比增长1.2%。

“目前，‘青杂’系列杂交油菜已在蒙古、俄罗斯等国种
植，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大面积推广的杂交油菜品牌。”日
前在青海省油菜产业联盟成立大会暨产业发展论坛上，青
海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王玉虎向大家传递这一信息。

青海省是全国春油菜最佳生态适宜种植区。发展油菜
产业，不仅事关农牧民脱贫致富、增加收入和乡村产业振
兴，而且关乎藏区经济和谐稳定发展。多年来，国家高度重
视油料产业发展，将油菜列入《全国大宗油料作物生产发展
规划》重点扶持。青海省委省政府将油菜确定为高原特色
农牧业十大重点发展产业之一。当前，青海省油菜产业发
展已经有了相当基础，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

记者了解到，经过几代科技人员不懈努力，青海省育种
技术领先全国春油菜产区。以青海省农林科学院为主，先
后育成了青杂11个系列品种，8个品种通过国家审定，在青
海、甘肃、新疆等春油菜区推广面积达到 400万亩以上，占
北方春油菜区种植面积的85%，增产20%以上。目前，“青
杂”系列杂交油菜已在蒙古、俄罗斯等国种植，是我国第一
个在国外大面积推广的杂交油菜品牌。

此外，青海已成为全国最大杂交油菜制种基地。青海省
油菜生长期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种子籽粒饱
满，发芽率高达95%以上，比现行国家标准高15个百分点，
杂交油菜制种面积保持在3万亩左右，已成为全国最大春油
菜制种基地和重要南方弱冬性杂交油菜北繁制种基地。

“十三五”以来，青海省春油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步伐加
快。青海省从事油菜加工的龙头企业有14家。油菜精深加
工能力逐年提高，“吃干榨尽”的循环经济效益日渐显现。

作为数字文创产业重要
组成部分，游戏产业正在突
破狭义娱乐属性，凭借巨大
包容性与延展性，成为传统
文化传承数字化“使者”。近
日，由国家京剧院指导设计
的“惊鸿”手游赛车正式亮
相，为传统文化跨界再添一
枚鲜活案例。据悉，国家京
剧院与腾讯集团达成一系列
战略共识，意在通过科技手
段普及京剧知识，让京剧文
化走进年轻人，实地了解年
轻人需求，助力京剧这一国
粹数字化与大众化。

游戏中呈现的京剧主题
赛车取名“惊鸿”，意为在赛
车速度中展现京剧轻盈飘逸
的美感；赛车颜色参考了红
黑白的京剧脸谱常用配色，
车轮参考了京剧中“车旗”形
象，还有京剧服装中的海水
江崖纹、祥云纹也融入其中。

“京剧的任何创新都是
经过深入思考，有理有据地改
变，而不是为了迎合而改变。”
国家京剧院院长、党委书记宋
晨表示，京剧艺术是中华民族
宝贵文化遗产，在国内外有着
广泛群众基础。为此，要给年
轻人创造更多接触京剧的机
会，使艺术精品插上新时代传
媒翅膀，让更多观众和年轻人
走进剧场。

随着移动互联网普及特
别是5G时代到来，影视、动漫、文学、音乐、电竞等数字内容
正产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人们传统的
娱乐方式，也为文化传承和创新带来了更多机遇。近年来，
从各地博物馆周边商品热销，到游戏、动漫产业联动，再到
助力文旅融合……“新文创”领域的探索不断深入，给人焕
然一新之感。在探索过程中，传统文化也焕发了新活力。

腾讯公司副总裁、腾讯影业 CEO 程武认为，“新文创”
本质是数字文化生产的自觉变革，其核心包括自觉的IP构
建和自觉的文化意识。“最重要的是观念改变，并由此对生
产方式、对文化价值产生新理解。”

不过，数字文化业态与传统文化之间相互赋能并非一
蹴而就，有关专家认为，目前时尚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缺
乏文化符号创意环节，新文创生产方式可能成为传统文化

“破圈”的一条捷径。但想要迅速塑造出享誉世界的中国文
化符号，仍然颇具难度。为此，扮演“使者”角色的数字化载
体，需以产业化思路持续构建，在游戏、文旅等产品中培育
更加深厚的文化内涵。

2019年我国钢材消费量预计为8.86亿吨，同比增长7.3%——

我国钢铁消费增长何以超预期
本报记者 周 雷

从“好不好”向“强不强”跃升

今年轻工业“风景独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2019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大、全国工业总体低迷情况下，轻工业发展稳健、风景独好。轻工

业以占全国工业13.92%的资产总额，实现了占全国工业18.74%的营业收入和20.05%的利润。同

时，科技创新蔚然成风，品牌质量不断提升，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疾速前行——

“青杂”系列油菜走出国门
本报记者 马玉宏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申维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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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浙江省临海市杜桥镇盈昌眼镜厂生产车间，工人

在赶制太阳镜订单。近年来，杜桥镇做大做优传统眼镜市

场，带动当地5万多人就业。 蒋友亲摄（中经视觉）

浙江临海：太阳镜赶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