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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工业增速预计创近年来新高

解决结构性难题、化解潜在风险是形势研判重点

——对一季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几点思考

内容摘要：从当前工业形势看，一季度工业增速大幅

回升已无悬念。应抓住当前有利的“窗口期”，抓紧推动解

决我国工业领域中存在的区域分化、行业分化和企业分化

问题。同时，防范和化解原材料持续过快上涨挤压产业链

下游企业利润空间、出口随着全世界范围供应链加速修复

增长动力有所减缓、制造业投资长时期低位运行影响市场

预期等风险。建议统筹短期和长期，兼顾增长和改革，注

重产业政策和财税等其他政策的协同配合，推动工业平稳

运行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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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及各项惠企利民政策落地见效，我国工

业运行回暖态势明显。受上年同期基数低、出口增长拉动、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上涨推动等因素影响，今年一季度工业增速创近年来新高

将是大概率事件。关注和预测季度增速已经不是工业形势研判的重

点，应抓住当前各方面有利的“窗口期”，抓紧推动解决我国工业领

域中存在的结构性难题，防范和化解影响工业稳定运行的潜在风险。

目前，工业领域较为突出的结构性问题是“三个分化”，即区域分化、

行业分化和企业分化。短期内还存在原材料持续过快上涨挤压产业链

下游企业利润空间、出口随全世界范围供应链加速修复增长动力有所

减缓、制造业投资长时期低位运行影响市场预期等风险。建议合理引

导预期，抑制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提升制造业有效投资，探索产业

政策和财税政策精准协同，巩固夯实工业经济基本盘。

一、三方面因素促使一季度工业大概率强势回暖

一是基数效应和惯性规律。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供需两端同时

收缩，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跌至-8.4%。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好转以及逆周期调节政策逐步落地，2020 年 12 月工业增加值

当月同比增速已经恢复至 7.3%，且高于 2019 年同期水平，四季度产

能利用率达 78%，已处于合理区间。从近三年规律判断，2021 年一季

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有望延续去年底的水平。在上年同期低基数效

应的影响下，今年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将出现较大幅度的回

升，这种回升也是去年经济复苏产生的惯性，以及当期逆周期调节政

策效应在下一期滞后显现的结果。

二是出口增长拉动。疫情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了前所未有的

破坏，我国在全球贸易市场的供给替代效应明显。数据显示，我国出

口占全球份额在 2020 年第二季度之后快速提升。2021 年初至今，欧

美国家疫情压力有所缓解，经济回暖迹象显现，但区域内供应链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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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仍将短暂滞后于当地需求增长。上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今年

前两个月我国外贸出口增幅明显，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出口同比增长

60.6%，实现贸易顺差 1032.6 亿美元。工业下游的消费品制造业是我

国对外出口的大户，外需强劲有利于提高国内生产积极性，从而助推

工业增加值增速回升。

三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推动。工业品出厂价格是调节工业

生产的重要信号。今年以来，工业品价格持续上行，有利于提振部分

行业利润，带动工业生产。1-2 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累计同比上

涨 1%。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上涨 6.8%，原材料工业价格上涨 2.9%，

加工工业价格上涨 1.7%。展望一季度，在国内经济稳定增长、海外

经济开始复苏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原材料价格有望继续走高，从而

对石油、化工、有色等上中游行业的生产起到提振作用。

二、当前情况下工业增速已不是形势研判的重点所在，应抓住恢

复性增长的有利时机，抓紧推动解决工业领域的结构性难题

一是区域分化。近年来，各省（区、市）的工业增速呈现明显分

化趋势。2015-2019 年，西藏、贵州、江西、云南、安徽、福建、四

川等省份的工业增速平均值分别高达 11.4%、9.58%、8.94%、8.74%、

8.60%、8.44%、8.12%，而北京、海南、山西、黑龙江、上海、辽宁

等省市的工业增速平均值仅为 3.88%、3.68%、2.94%、2.18%、2.10%、

0.18%，工业高增长省份与工业低增长省份之间的差距较大。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各省区工业增速的分化。2020 年全国各

省区工业增速的变异系数出现明显攀升，其值高达 1.007，显著高于

2019 年的 0.403。

二是行业分化。以 2019 年为例，当年整体工业增速为 5.7%，42

个工业门类中，低于该增速的行业有 22 个，占比 52.4%。从所属行

业看，多集中于食品加工制造、纺织服装、家具、造纸等接近消费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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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产业。行业分化反映的问题是终端消费需求增长的内生动力不

足，这一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将对持续扩大内需形成严重制约。

三是企业分化。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自 2018 年 1 月至

今的 38 个月里，大型企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仅有 3 个月处于荣枯线之

下，中型企业该指数有 20 个月低于 50%，而小型企业有 29 个月处于

荣枯线之下，制造业大、中、小型企业景气程度分化态势十分明显。

图 1. 不同类型企业 PMI 指数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三、应高度警惕当前工业领域存在的潜在风险

风险一：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挤压下游企业盈利空间

今年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快速上涨势头，截至 2 月份，

57 种主要的大宗商品中，30 种商品涨幅超过 10%，原油、聚合 MDI、

阔叶橡胶等 11 种商品涨幅超过 30%。当前，全球制造业景气度回升

带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并促使通胀预期抬升，此效应传导至国内，

容易引发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制造业下游企业利润受到挤压，在产

业循环中形成“堰塞湖”，造成“上游热、下游冷”的局面，影响经

济大循环。

风险二：出口回调后可能导致产能过剩问题抬头

随着国外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主要经济体产能开始恢复，疫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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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出口替代效应将逐渐减弱，我国出口增速客观上将出现一定程度

的回落。风险不在于未来出口增速的正常回落，而是产能的调整滞后

于外需的变化，一旦外需回归常态，内需短时期又不能及时“补位”，

容易造成产能过剩。

风险三：制造业投资增速低位徘徊影响企业预期和信心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终端需求疲弱，导致投资—产出—利润链条传

导不畅，制造业企业持续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紧迫性和意愿都有所降

低。虽然一些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相对较快，技改投资也有所提高，

但是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不高，难以支撑整个制造业投资快速增

长。从中长期看，制造业投资增速低位徘徊，影响实体制造企业预期

和信心，不利于巩固制造业基本盘、夯实产业基础。一旦周边国家出

现“税收洼地”或“政策洼地”，很容易引发“产业链外迁”。

图 2 制造业投资趋势（%）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四、对策建议

得益于前期一系列逆周期调节政策，2021 年宏观经济环境较为

宽松，为加快解决工业结构性难题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建议政策上

统筹短期和长期，兼顾增长和改革，注重产业政策和财税等其他政策

协同，推动工业平稳、高质量发展。



— ６ —

一是研究进一步延长涉企优惠政策。对 2020 年出台的阶段性减

税降费政策，在研究论证基础上，部分适当延长执行期限。鼓励各地

结合自身财政情况出台有关继续实施惠企政策促进经济稳中求进的

相关措施，对涉企优惠政策实、效果好的地区给予相应的激励措施。

二是多措并举合理引导预期。密切监测产能运行走势，做好信息

公开和预警，防止出现新的过剩产能和盲目重复建设。打击原材料领

域的投机行为，做好政府储备物资的定时、定点投放，有效抑制原材

料价格过快上涨。加大对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的支持力度，引导各类资

源有序向制造业倾斜。加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跟踪监测和预警。

三是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资产业链配套，引导民营制造业

由传统的空间集聚向产业链集聚发展。加大对 500 万元以下的技改项

目的政府支持力度。在巩固对两化融合、智能制造、科技创新的扶持

力度的同时，不断便利其他传统产业享受技术改造支持的条件和程

序。加大对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等工业投

资（技术改造）项目的资金补助力度。

四是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拓宽产品供应链、分销渠道，同

时发挥线上、线下的作用，防止“线上挤压线下”。促进消费新业态、

新模式、新场景的普及应用。支持适销对路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

提高实物商品的供给质量，持续改善消费环境。发展满足不同需求的

健康、文化、旅游、体育等服务消费。进一步扩大农村消费，加大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健全和发展农村商业网点，降低市场物流成

本。规范农村市场，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提升农村消费品的供给品质。

（产业经济形势分析小组 执笔：魏琪嘉 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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