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一季度，中经工业

景气指数小幅回落，仍处于相对

景气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

势。从运行情况来看，呈现以下

亮点：

生产保持较快增长，产业结

构持续优化。在各项稳定工业经济

增长政策措施持续作用下，一季度

工业生产保持平稳，规上工业增加

值在高基数上保持较快增长。工业

结构持续优化，呈现高端化、绿色

化良好态势。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稳中有升，同比提高 1.3 个百

分点。装备制造业生产形势较好，高

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增速

均快于全部工业平均水平，工业新动

能持续壮大。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

等 绿 色 产 品 产 量 分 别 增 长 140.8% 、

24.3%，保持较快增长。

出口韧性依然较强，投资快速恢复。

受价格上涨、全球经济缓慢恢复带动的需

求回升以及国内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等多重

因素影响，一季度工业出口保持两位数增

长。国内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向全球价

值链中高端延伸，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相关产

品出口加快，目前我国锂电池出口在全球处

于领先地位。从投资来看，稳增长政策靠前

发力，加之制造业助企纾困政策显效，制造

业投资延续快速恢复势头，成为稳增长重要

支撑。

工业经济整体运行平稳，但要清醒认识

到，当前工业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一方

面，受俄乌冲突和国内疫情影响，工业生产承压，

结构性矛盾凸显。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3 月份

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环比均

明显上涨，上游行业价格持续上涨，给中下游行业

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带来较大成本压力，企业增收

不增利。加之 3 月份以来国内疫情散发多发，物

流循环不畅，产业链、供应链堵点卡点增多等新情

况新问题出现，局部产销衔接不畅，工业品产销率

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市场需求依然偏弱。3 月

份制造业 PMI 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均

回落。国内消费受疫情影响短期仍面

临较大约束，3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由增转降，工业消费品市场

需求也受到一定影响。

工业稳则经济稳。坚持长短结

合、标本兼治，着力解决当前循环不

畅、供需双弱等突出问题，精准滴灌助

企纾困，以政策红利对冲下行压力。

同时在“稳”的基础上求“进”，以提升

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推动工业高质量

发展为目标，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扩大

有效需求，夯实工业平稳发展基础。

一要“对症下药”，多措并举畅通

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短期来看，要聚

焦当下物流循环的堵点卡点，落实全

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电视电话会议部署的各项措施，以

生产生活资料及关键核心原材料零部

件的产业链供应链为保障重点，做好

货运物流的保畅保通。长远来看，需

锻长板和补短板齐发力，持续增强产

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提升稳定性和竞

争力。要巩固提升优势产业的领先地

位，着力提高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掌握

发展主动权。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在关系国

家安全的领域尽早实现自主可控。

二要“雪中送炭”，精准施策助

力企业纾困增效。坚持纾困解难与创

新支持双促进。推动延续阶段性减税

降费等各项助企惠企政策，强化对企

业尤其是受本轮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

微企业的精准支持。同时，持续加大

对企业创新支持力度，加快数字化智

能化转型。鼓励“专精特新”和“小

巨人”企业聚焦主业，强化创新，培

育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细分领域掌握

独门绝技的“单打冠军”或“配套专家”。

三要“多管齐下”，积极提振有效需求。一方

面，扩大有效投资，切实发挥投资在打通生产、分

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支撑作用，持续加大科技

创新和制造业升级领域的有效投资；提高地方政

府专项债资金使用效益，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牵

引和撬动作用，进一步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另

一方面，持续推动消费恢复，稳定增加汽车、家电

等大宗消费，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促进消费扩容升

级。鼓励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大力挖掘居民

消费潜力。

（作者系中国统计信息服务中心副主任）

2022年 5月 6日 星期五10 智 库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谢谢 慧慧 美美 编编 高高 妍妍 来稿邮箱来稿邮箱 jjrbjjzk@jjrbjjzk@163163.com.com

中经产业景气指数发布——

产业链循环畅通 工业经济运行平稳
中经行业发展研究课题组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我国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宏观政策连

续性，增强有效性，加强跨周期和逆周期调

节，有效缓解了经济下行压力。

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升效能，加快专项债

发行速度，全年拟安排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3.65 万亿元，分两批下达，去年底提前下达额

度 1.46 万亿元，截至 3 月末已发行 1.25 万亿

元，占提前下达额度的 86%，第二批专项债额

度也于 3 月底下达，9 月底前发行完毕；在保

证财政支出强度的同时，实施新的组合式税

费支持政策，全年减税退税规模约 2.5 万亿

元，特别是实行大规模留抵退税，全年约退税

1.5 万亿元。

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实施力度，综合运

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实体经济，降低企

业综合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4 月

25 日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25 个百

分点；同时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支持力

度，对没有跨省经营的城商行和存款准备金

率高于 5%的农商行，在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25 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额外多降 0.25 个

百分点。宏观政策持续发力为确保经济运行发力为确保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提供了有力支撑。

随着政策红利的释放，“十四五”时期 102

项重大工程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节能降碳

等领域投资力度加大，企业投资信心进一步

恢复。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104872 亿元，同比增长 9.3%，比 2021 年全

年增长速度加快 4.4 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

产业和民生补短板领域投资提速发力。一季

度高技术产业投资和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分别

增长 27.0%、16.2%，比 2021年全年增速分别高

9.9 个和 5.5 个百分点。在社会投资回升带动

下，一季度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6.3%，比 2021

年全年增长水平上升 4.9 个百分点。其中，能

源行业投资力度加大，与之相关的采矿业、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投资快速回

升，一季度分别增长 19.0%、19.3%。从制造业

来看，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关的通用设备制造

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速均在 20%以上。

工业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国

内疫情引发供应冲击以及世界经济增长放缓

对需求侧的影响，均对企业订货造成不利影

响响。。33 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中的新订单指

数为 48.8%，比 2 月份下降 1.9 个百分点，再次

降至荣枯分界线以下；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7.2%，比 2 月下降 1.8 个百分点，由去年 10 月

份以来的逐步回升再次转为下降。

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和提质增效，可

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以构建全国统一大

市场为契机，加强地区协作、深化部门协调、

优化资源要素配置，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

大范围内畅通流动，不断提升工业经济的运

行效率；以畅通产业链供应链为重点，积极稳

妥有序推进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复工复产，

引导龙头企业发挥“链主”保链稳链作用，精

准帮扶小微企业渡过难关，不断增强产业链

供应链的韧性；以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为

关键，推动企业、科研单位加大研发力度，围

绕工业基础、重大技术装备等重点领域加强

技术攻关，在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新材

料等领域打造一批国家

先 进 制 造 业 集 群 ，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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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产业景气指数（2022 年一季度）报告》今日发布。

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我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8%，工业景气相对平稳，工业生产和销售实现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加之俄乌

冲突加剧，石油、天然气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持续上涨，全球供需矛盾更加突出。面对不

利冲击，我国出台一系列助企纾困、促进工业

经济平稳增长的政策措施。随着各项措施落

地见效，工业景气保持相对平稳运行态势。

一季度，中经工业景气指数 102.2，比去年四季

度微降 0.2 个点。构成中经工业景气指数的

6 个指标中，工业投资同比增速有所加快，用

工人数同比由降转增，生产、销售、效益和出口

同比增速不同程度放缓。

中经产业景气指数监测的 11 个具体行

业中，3 个行业景气指数上升，1 个行业持平，

7 个行业回落。从医药、IT 设备制造业等高

技术行业来看，国内疫情频发对医疗物资的

需求保持在较高水平；另一方面，我国药品集

采常态化促使医药企业不断加大研发力度，

高端制药进入快速成长期。综合来看，医药

行业仍处于景气区间，但相较于前两年的快

速增长有所回落。数据显示，一季度中经医

药产业景气指数为 100.3，比去年四季度回落

4.0 个点。我国持续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

布局，着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产业保持快速

发展态势，与之相关的 IT 设备制造业景气保

持在较高水平。一季度中经 IT 设备制造业

景气指数为 100.6，与去年四季度持平。

从汽车、服装等消费性行业来看，我国经

济延续恢复性增长态势，就业规模不断扩大，

加之扩内需促消费政策力度加大，消费总体

呈持续恢复态势。其中，汽车行业受国内疫

情、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受到

一定冲击。然而，我国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

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仍然强劲，一季度中经

汽车行业景气指数为 100.0，比去年四季度微

升 0.1 个点。在北京冬奥利好、RCEP 红利释

放、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订单需求回升等多种

积极因素共同作用下，纺织行业产销超预期

增 长 。 一 季 度 中 经 服 装 产 业 景 气 指 数 为

100.5，比去年四季度上升 1.0个点。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各行业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与此同

时，受国内疫情频发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放缓，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有所减弱。整体

来看，除化工行业景气指数略有上升外，煤炭、

石油、电力、钢铁、有色等能源原材料行业景气

指数不同程度回落。数据显示，一季度化工

行业景气指数为 102.4，比去年四季度微升

0.1 个点；煤炭、石油、电力、钢铁、有色、非金属

矿 物 制 品 等 行 业 景 气 指 数 分 别 为 105.1、

101.7、100.2、100.6、101.5 和 99.8，分别比去年

四季度下降 1.1、0.9、1.0、3.2、0.6和 1.7个点。

从生产看，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比2021年全年增速回落3.1个百分点。3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比前

两月增速回落2.5个百分点。

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高技术制造业

以及装备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支撑

工业经济稳定增长。数据显示，1月至3月，

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

别增长 14.2%和 8.1%，比全部规模以

上工业生产增速分别高 7.7 个和

1.6 个百分点。其中，航空、航天

器及设备制造业等高技术制造

业 继 续 保 持 两 位 数 以 上 的 增

长。从产品看，与新能源、智能

化相关的新兴产品保持快速增

长态势，多晶硅、光伏电池、单

晶硅、工业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同

比分别增长 37.6%、24.3%、24.0%

和 10.2%。

助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

在国内经济恢复性增长、工业品价格持

续上涨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工业企业销售保

持较快增长。1 月至 3 月，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 12.7%，比 2021 年全年增速回落 6.7

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除黑色

金属矿采选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外，其余行

业均不同程度增长。其中，受煤炭、石油、钢

铁、有色等能源原材料价格再次上涨影响，煤

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

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营 业 收 入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60.8%、24.5%、24.1%和 24.4%，均高于工业整

体增长水平。钢铁行业受冬季限产、市场需

求偏弱等短期因素影响，营业收入增长相对

较慢，为 2.1%。医药行业营业收入在去年一

季度同比增长 33.5%的高基数基础上，今年一

季度再次增长 5.5%。装备制造业内部各子行

业销售走势分化，在能源领域投资加速推进

带动下，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营业收入快

速增长，同比增长 23.9%，比全部工业高 11.2

个百分点；而通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

业等装备制造业受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等

因素影响，营业收入增速不同程度放缓。汽

车行业受成本上升影响纷纷上调售价，对终

端市场需求产生一定影响，1 月至 3 月汽车行

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0.9%，比 2021 年全年增

速回落 5.8 个百分点。纺织服装行业因订单

需求增加、成本价格上涨，营业收入增速在

2021 年逐月回落后再次回升，同比增长 9.3%，

增速比 2021年全年高 2.8个百分点。

全球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国稳

定的生产秩序继续发挥弥补全球供给缺口的

优势，出口实现平稳增长。一季度我国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9.4 万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 10.7%。其中，出

口 5.2 万亿元，增长 13.4%；进口 4.2

万亿元，增长 7.5%。从出口结构来看，一般贸

易占比继续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

易关系更加紧密。一季度，我国一般贸易出

口 3.3 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 62.7%，比上年同

期提升 2.4 个百分点；对美国、欧盟、东盟、日

本分别出口 0.88 万亿元、0.86 万亿元、0.75 万

亿 元 和 0.27 万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14.3% 、

21.0%、10.0%和 6.1%；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出口 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2%，

占整个出口比重为 31.4%，比 2021 年

全年的占比提升 1.1个百分点。

工业企业销售增长较快

原油、天然气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

上涨，推动国内相关产品价格持续上升，同时

受疫情影响，物流跨区流通难度加大，进一步

推升物流成本。数据显示，工业品价格自 2月

开始环比上涨加快。1 月至 3 月，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0.2%、上涨 0.5%和上

涨 1.1%；同比分别上涨 9.1%、8.8%和 8.3%。从

构成看，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由环比下降转为

环比上涨，生活资料价格温和上涨。1月至3月，

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0.2%、上涨

0.7%和上涨 1.4%，生活资料出厂价格环比分

别为持平、上涨 0.1%和上涨 0.2%。

分行业看，1月至 3月，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产品出厂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2.6%、10.4%和

14.1%，石油加工业产品出厂价格环比分别上

涨 0.4%、5.0%和 7.9%。国际能源供应紧张对

煤炭产品价格产生影响，1月至 3月，煤炭开采

和洗选业出厂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3.5%、下降

2.4%和上涨 2.5%。在能源价格上涨推动下，

钢铁、有色、化工等原材料行业产品价格再次

上涨。1 月至 3 月，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产品出厂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1.9%、上涨

0.7%和上涨 1.4%，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产品出厂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0.8%、2.0%和

2.7%；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产品出厂

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1.3%、上涨 1.0%和上涨

1.8%。受锂电池等汽车核心零部件价格上涨

影响，汽车行业产品价格呈小幅上涨态势。1月

至 3月，汽车制造业产品出厂价格环比分别为

上涨 0.1%、上涨 0.1%和持平。

工业企业利润在 2021 年全年同比增长

34.3%的高基数水平上呈增长态势。1月至3月，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

长 8.5%。

分行业看，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4 个

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5 个行业不同程度

下降，1 个行业减亏，1 个行业持平。其中，价

格再次上涨的煤炭、石化、有色等能源原材料

行业利润保持快速增长态势。1 至 3 月，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9.0%，石

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 151.1%，有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52.9%。受上游能源原

材料价格高企以及同比基数较高等因素影

响，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医药、汽车制造业等行

业利润总额均低于上年同期水平。1月至3月，

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利润总额比上年同

期分别下降 8.9%和 11.9%。

一 季 度 工 业 企 业 销 售 利 润 率 为 6.3%，

比上年同期下降 0.2 个百分点。在中经产业

景气指数重点监测的 11 个行业中，煤炭、

医药等行业销售利润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

分别为 25.9%和 15.1%；石油、化工、非金

属矿物制品等行业销售利润率超过工业整体

水 平 ， 分 别 为 9.3%、 9.2%和 6.7%； 有 色 、

IT 设备制造、服装、电力和钢铁等行业销

售利润率在 5%以下。从销售利润率变动情

况看，煤炭、有色、纺织、非金属矿物制品

制造业等 4 个行业利润率分别上升 11.5 个、

0.9 个、0.1 个和 0.1 个百分点，石油行业持

平，其余 6 个行业不同程度下降，其中电

力、医药、钢铁行业下降幅度相对较大。

不同行业利润增长有所分化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夯实工业平稳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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