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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稳定增长 供需矛盾亟待解决

内容摘要：今年以来，工业生产继续稳定恢复，工业

品出口高位趋缓，制造业投资有所回升，工业生产者价格

再创新高，企业景气呈现分化态势。工业经济运行的主要

问题是供需矛盾突出，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

产业链上不同行业、企业利益分化；双碳目标下钢铁行业

限产导致钢价大幅上涨；芯片短缺和动力电池供应紧张制

约汽车行业快速发展。预计下半年工业经济增速可能稳中

趋缓。要着力解决好当前工业供给端存在的问题，多措并

举加强大宗商品保供稳价，科学制订钢铁行业双碳行动方

案，加强关键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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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生产持续稳定恢复

（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加快

在去年低基数效应逐步消退的情况下，工业生产延续稳定增长

态势。5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8%，增速较上月

回落 1.0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52%，与上月持平。1—5 月份同比增

长 17.8%，两年平均增长 7.0%，与 1—4 月份持平。分三大门类看，

1—5 月份采矿业增加值累计增长 7.4%；制造业累计增长 19.3%；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累计增长 13.8%。

高技术制造业增速进一步加快，其中医药制造业受疫苗需求拉

动增长强劲。5 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5%，两年平

均增长 13.1%，增速较上月分别加快 4.8 个、1.5 个百分点，分别高

于全部规上工业 8.7 个、6.5 个百分点，1—5 月份累计同比增长

23.8%，较 2019 年同期提高 13.9 个百分点，持续带动工业生产。其

中，受国内疫情点状反弹带动疫苗需求大幅增加影响，医药制造业生

产增长尤为强劲，5 月份同比增长 34.0%，较上月加快 15 个百分点。

装备制造业保持两位数增长，消费品行业增速继续回升。5 月份，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9%，两年平均增长 10.2%，增速分别

高于全部规上工业 2.1 个、3.6 个百分点。其中金属制品、电气机械、

通用设备行业增长较快，1—5 月累计分别增长 30.5%、33.5%、27.2%。

5 月份，消费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7%，两年平均增长 4.4%，

增速较上月分别加快 2.1 个、0.3 个百分点。其中，受出口拉动影响，

文教体育用品、家具制造业保持较高增速，1—5 月累计分别增长

27.2%、26.5%。

受国外供给加快复苏影响，工业品出口逐渐高位回落。工业出

口交货值由 2020 年 12 月份的最高点 12753.4 亿元降至 2021 年 5 月

份的 11325.6亿元。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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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月回落 1.6 个百分点，1—5 月累计同比增长 24.9%，较 2019 年

同期提高 20.5 个百分点。这与欧美主要国家经济回暖，供给能力加

快复苏，我国的出口替代效应有所下降有关。主要出口行业中，5 月

份汽车、金属制品、化工行业分别增长 84.7%、51.8%、37.7%，增速

继续加快；医药、电气机械、通用设备保持 20%以上的快速增长。

（二）制造业投资积极恢复，两年平均增速由负转正

1—5 月份，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8.1%，比 2019 年同期提高 14.6

个百分点。其中，采矿业投资增长 13.9%，制造业投资增长 20.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 7.3%。制造业投资

增长恢复较为明显，高于全部投资 5.0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由 1

—4 月份的下降 0.4%转为增长 0.6%。制造业投资回升，一方面得益

于企业利润逐步恢复和出口拉动制造业景气度提高，企业的预期和投

资意愿向好。1—4 月规模以上工业利润两年平均增长 22.3%；出口重

点行业投资表现优于整体，1-5 月农副食品制造、专用设备、铁路航

空运输设备、电气机械设备和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分别增长

34.7%、28.9%、34.2%、24.4%和 27.6%。另一方面，高技术制造业投

资继续保持高水平，也支撑了制造业投资回升。1—5 月高技术制造

业投资同比增长 29.9%，两年平均增长 15.5%，高于 2019 年同期 5.3

个百分点。

（三）PMI 基本持平，生产扩张需求放缓企业分化

5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1.0%，微低于上月

0.1 个百分点，继续位于临界点以上，制造业保持平稳扩张。从具体

特点来看：一是生产扩张继续加快，高技术制造业景气度持续上升。

生产指数为 52.7%，高于上月 0.5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 PMI 连续

三个月上升，本月高达 55.2%。二是需求扩张放缓，外需下降明显。

新订单指数为 51.3%，低于上月 0.7 个百分点，但仍位于景气区间，



— ４ —

市场需求扩张步伐有所放缓。其中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8.3%，低于上

月 2.1 个百分点，回落至临界点以下。三是大中型企业景气继续上升，

小企业降至收缩区间。大、中型企业 PMI 分别为 51.8%、51.1%，高

于上月 0.1 个、0.8 个百分点；小型企业 PMI 为 48.8%，低于上月 2.0

个百分点，降至收缩区间，反映出小型企业持续增长的动力仍显不足。

（四）工业生产者价格再创新高，价格剪刀差扩大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全球货币超发、供需缺口拉大等因素

影响，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者价格不断攀升，创 13 年以来新高。5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9.0%，涨幅比 4 月份扩大

2.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6%，较 4 月上涨 0.7 个百分点。其中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较快，同比分别上涨 99.1%、48.0%、

38.1%、30.4%。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12.5%，涨幅比 4 月份

扩大 3.5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9%，较 4 月扩大 0.6 个百分点。1—

5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上

涨 4.4%和 5.9%，比 1—4 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购进和出厂价格剪刀

差扩大，企业利润空间受到进一步压缩。

二、工业运行供需矛盾突出

当前，国内生产需求持续恢复，工业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是供需

矛盾突出，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并导致产业链上不同行

业、企业利益分配出现分化；双碳目标下钢铁行业限产政策推高钢价；

芯片短缺和动力电池供应紧张制约汽车行业快速发展。

（一）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带来分化性影响

疫情导致部分大宗商品供给受到影响，全球经济持续复苏拉动大

宗商品需求，在主要经济体货币“放水”、绿色转型刺激“新能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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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价格上涨以及投机炒作等因素作用下，今年以来有色金属、铁矿

石、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推高了国内工业生产者价格，并

对不同行业和企业造成分化性影响，利益格局重新分配：

一是对产业链上中下游行业影响不同，下游行业利润空间受到

挤压。上游生产大宗商品的原材料企业获利颇丰；对以大宗商品为投

入品的中游企业来讲，虽然生产成本压力抬升，但压力可传导，具体

利润情况视产品销售状况而定，比如市场行情高涨的钢铁行业仍然出

现高盈利；下游行业在生产成本大幅提升的情况下，由于居民消费需

求仍然相对疲弱且消费品市场竞争激烈，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导致产

品价格传导困难，利润空间受到较大挤压。

二是大小企业之间、国企和民企之间分化加剧，中小民营企业

生存难度加大。由于产业链上游大企业、国企更多，产业链下游小企

业、民营企业集中，因此，此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使得大企业、国企

在利益分配中占优，而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受损，加剧了中小民营企业

生存的难度。另一方面，从资金链实力和银行贷款偏好来看，国有大

型企业比民营中小企业抵御原材料成本上升的能力也更强。从大中小

企业的景气程度分化来看，中小企业的 PMI 指数长期低于大企业，5

月份已经跌落至收缩区间。

（二）限产政策下钢铁行业供需矛盾仍难解决

钢铁行业是我国制造业中碳排放量最大的行业，压降钢铁行业的

碳排放总量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

于以往只是去产能，今年年初起还同时强调了限产量的“双限政策”，

比如河北省唐山市限产减排政策要求全年限产规模达到 30%—50%。

自去年以来铁矿石不断涨价导致钢铁价格水涨船高，而限产政策则带

来钢材供给收缩、价格上涨的强烈预期，进一步推高了钢价。5 月份，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增长 38.1%。

在国内外钢铁旺盛需求的支撑下，由于非限产地区和企业加大产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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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限产量政策导致的结果是钢铁产品量价齐升。

钢价不断走高可能引发诸多风险：一是中下游的中小微企业破产

风险上升，已有部分领域出现了“多生产多亏损”和间歇性停产的情

况。二是钢价上涨已向家电等部分终端消费品价格传导，可能引发需

求走弱。三是河北等钢铁行业重镇面临的减碳形势严峻，急速行政性

减碳限产会带来较大区域经济发展压力。为此，5 月份国常会强调做

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对钢铁行业出台财税手段增加进口减少出口、

打击恶性炒作，同时发改委约谈唐山、上海钢企，投机需求有所降温，

短期钢价有所回调。但钢铁进出口所占比例较小，限产量政策仍是供

需矛盾的主要影响因素，钢价仍将有较强支撑。

（三）芯片短缺和电池供应紧张制约汽车行业发展

因芯片短缺、原材料涨价、动力电池供应紧张等因素影响，加之

国际物流不畅、集装箱紧缺、运价上涨等问题干扰，汽车制造业对整

体工业增长造成拖累，5 月汽车制造业同比增长 0.5%，较上月下滑

7.2 个百分点。

芯片短缺主要是受新冠疫情影响。一方面，疫情导致芯片需求大

幅上涨。居家办公、在线学习刺激了电脑、显示器等消费电子品大幅

增长。另一方面，疫情及自然灾害导致芯片产能下降、供给不足。仅

今年 2 月，美国得克萨斯州暴风雪引发多地断电和日本福岛东部海域

发生 7.3 级强震，导致多家半导体厂商减产或停产。三是“挖矿”热

潮加剧芯片短缺。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暴涨，引发矿机生产商挤占手机

和汽车的芯片产能，加剧了当前全球芯片的短缺。

动力电池供应紧张主要与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大幅提升有关。

2018—2020 年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相对平稳，动力电池行业的产能

扩张也有所放慢。2021 年新能源汽车需求端突然发力，1—5 月新能

源汽车销量约为 102 万辆，同比增长 238.9%。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重

要组成部分，动力电池的市场需求也出现快速增长，造成了电池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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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情况。同时，随着动力电池需求大增，电池级碳酸锂、氢氧化

锂等电池原材料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

三、分类施策解决供需矛盾和连带影响

展望下半年工业经济运行，由于去年的基数效应逐渐消退，国外

疫情逐渐好转可能使得我国出口的贸易替代效应继续减弱，外需对工

业生产的拉动作用下降，工业增加值增速可能呈现缓慢下行趋势。为

了畅通经济运行，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对于供给不足等原因导致的

行业供需矛盾、价格快速上涨、企业经营压力增大等问题，要通过针

对性、系统性、科学性的方式来进行管理调控，以实现各行业和产业

链运行协调稳定，改善相关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并为制造业投资恢

复创造有利条件。

（一）多措并举加强大宗商品保供稳价

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是稳定工业经济运行，同时避免价格向居

民消费价格传导的重要任务。一是要完善期货市场定价机制，加强市

场监管。要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加强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管，排查打击

异常交易和恶意炒作行为。二是加强原材料市场供需双向调节和预期

引导。引导相关原材料企业适当提高产能利用率，增加国家储备投放，

扩大国内市场供给，缓解短期供需矛盾和价格扭曲，避免出现囤积居

奇等扰乱市场的行为，最大限度缓解企业成本压力。三要帮助市场主

体尤其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应对成本上升等生产经营困难。落实

好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税、对先进制造业企业按月全额退还

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精简享受税费优惠政策的办理手续。实施

好直达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再贷款再贴现支持普惠金融力度，落实好

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等政策，引导银行扩大信用贷款。

（二）科学制定钢铁行业双碳行动方案

钢铁行业实现双碳目标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处理好减排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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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局部与整体、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科学制订碳达峰行动方案，

依靠市场发展和科技进步实现目标，要避免双碳目标执行短期化和环

保过度扩大化助推供需矛盾的问题。一是充分调动市场的作用实现碳

减排和行业发展的正向循环促进。建议以碳排放量而非产量为管控

端，推进企业减碳成本内部化，促进减排、固碳等产业技术和投资的

发展，使钢铁行业碳减排与整体行业发展协调互促。二是要提高标准

化调控能力和科技支撑能力。当前的限产量政策应该只是短期内经济

结构、技术条件没有明显改善条件下的调控手段，不是中长期的理想

调控方式。未来要通过碳排放监测、碳账户建立、碳交易推行等市场

机制的建立和健全，以及碳减排、碳汇等技术的进步促进实现双碳目

标，推进钢铁行业走向更加市场化、公平化、自主化的双碳发展路径。

（三）加强关键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

面对芯片紧缺等产业链断点堵点问题，一是要加强全球产业链的

畅通合作。引导相关企业加大产能调配力度，疏通芯片企业与应用企

业对接交流渠道，为供需双方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同时提升流通环节

效率，努力缓解汽车芯片当前的供需矛盾。二是要引导车企提高国产

化零部件率，培育自主可控的国内汽车芯片产业链。此外，在双碳转

型目标引领下，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将持续升温，动力电池需求和行

业发展将迎来持续利好，需做好动力电池锂资源的市场运行监测，引

导企业合理储备产能，防止新的“卡脖子”。

（执笔: 董静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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