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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从供需两侧对工业经
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此背景下，工业经济运
行情况如何？接下来将呈怎样的走势？在 7 月 23 日举
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
人指出，二季度以来工业经济稳步回升，经济运行初
步判断已经回归到了正常轨道。综合来看，我国工业
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疫情对我国工业经济的影响总
体可控，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会由于疫情的影响和
国际经济下行的冲击有所改变。

各项指标走出底谷

“上半年我国工业经济各项指标先降后升，二季度
运行状态逐月好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
示，具体来看，有4个方面的积极变化。

工业经济运行各项指标走出底谷。前两个月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大幅下降 13.5%。到 3月份，降幅
收窄至 1.1%。4、5、6 三个月分别增长 3.9%、4.4%和
4.8%。同时，市场销售回暖，这几个月的产销率保持
在98%左右。企业预期向好，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
指数是50.9%，连续4个月处于荣枯线以上。

主要行业、重点省份同步好转。41 个工业大类
中，二季度超过半数的行业实现正增长，其中装备制
造业5、6两个月增加值增速分别达到9.5%和9.7%。从
地区看，上半年有18个省份增加值实现正增长。10个
工业大省中，绝大多数恢复了正增长。

新兴产业逆势增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 4.5%，在前两个月猛降 14.4%的情况下快速反弹，
3月份以来各月增速均保持在8.9%-10.5%之间。生物医
药、电子及通信设备、医疗仪器设备等行业增加值同
比分别增长 13.8%、7.2%和 27.2%，6 月份 3D 打印设
备、智能手表、充电桩等产品产量增长超过40%。

稳企惠企政策发力增效。今年以来，已累计减税

降费超过1万亿元。在金融政策方面，3次实施普惠降
准、定向降准，综合运用再贴现再贷款等措施，创新
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前5个月制造业中长期
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9.6%。

中小企业运行回暖

中小企业是保护生产力的主力军、稳就业的主渠
道。工信部数据显示，中小企业运行明显回暖，上半
年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生产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10.3 个百
分点，前 5个月利润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21.7个百分点。
进入二季度以来中小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由负
转正，其中营业收入 4、5月份分别增长了 8.6%和 3%，

利润总额分别增长了14.9%和14.1%。
“随着各项惠企政策落地生效，中小企业克服疫情

影响，加快恢复发展。”辛国斌表示，在疫情冲击下，
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为此，
我们进一步加大了清欠和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力度，上
半年已清偿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无分歧账款827亿
元，各地对500万元以下的无分歧欠款全部清零。”

在强化政银企对接方面，对中小微企业实施阶段
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
信贷投放。截至目前，已对超过1.8万亿元贷款本息实
施延期。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 13万亿元，同比
增长 27.6%；平均利率 6.03%，较去年全年的平均利率
降低了0.67个百分点。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黄利斌指出，下一
步，将推动各地区、各部门狠抓现有政策落实，推动
中小企业稳定健康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环境的第三方评估；支持地方加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培训力度，培育第二批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进一步推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健全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

激发潜在消费活力

下半年，工业经济形势如何？
辛国斌指出，当前国际疫情仍在蔓延，世界经济

陷入深度衰退，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国内常态化疫情防控任务仍然艰巨，需求恢复仍有一
个过程，企业经营困难还是比较严重，洪涝等各种自
然灾害也对经济复苏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下一步，我们将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基础
上，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切实保持制造业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辛国斌表示，将打通断点堵点难点，加强
国内外合作，聚焦重点产业链，推动龙头企业带动上
下游中小企业的协同复产达产扩产，促进大中小企业
融通发展，组织召开电子信息、消费品等重点行业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研讨会，畅通物流、人流、资金
流、信息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正常运转。

“此外，落实扩大内需战略，释放消费潜力。”辛
国斌说，通过促进消费畅通、供需畅通，加快落实汽
车消费的政策措施，鼓励互联网平台带动外向型企业
出口转内销；加快推进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鼓励
各地开通4K超高清频道、增加节目源，积极拓展线上
线下新应用，激发潜在的消费活力，带动产业链、供
应链加快运转。

辛国斌认为，展望下半年，有不利因素，也存在
有利条件。随着国家扩大财政赤字和地方政府专项债
规模、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强化稳企业金融支持等措
施进一步落地，基建投资托底支撑作用将进一步发力，
保就业促消费政策将持续显效，疫情催生的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我们应该有信心、有
能力继续保持工业经济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年中经济观察 ⑤

规上工业增加值连续三个月正增长

工业经济运行回到正常轨道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本报北京7月23日电（记者丁怡婷）
记者从中国光伏行业协会获悉：上半年我
国光伏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其中，多晶硅
产量达到 20.5 万吨，同比增长 32.2%；硅
片产量75吉瓦，同比增长19%；电池片产
量 59 吉瓦，同比增长 15.7%；组件产量
53.3吉瓦，同比增长13.4%。

“受疫情影响，2月至3月上旬，光伏
制造端整体产能利用率有所下滑。随着各
地复产复工的逐步推动，以及相关优惠政
策的逐步落实，二季度制造端已步入正
轨，各环节主要企业满产满销。”中国光
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王勃华介绍，但是出
口方面，今年前 5月，光伏产品出口额约

78.7亿美元，同比下降10.1%。
与此同时，光伏电站建设成本继续降

低。受益于组件、逆变器等设备价格的下
降，上半年我国光伏地面电站建设初始全
投资成本已基本降至每瓦 4 元以下，较
2019年下降约13%。

王勃华认为，下半年光伏产业集中度
将进一步提升，头部企业加速扩产，落后产
能及二三线小厂加速退出；“充电桩+光伏”

“特高压+光伏”“大数据中心+光伏”等应
用，将给光伏产业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

上半年光伏产业规模持续增长

本报北京7月 23日电 （记者王俊岭）
今天，商务部发布了 2020 年上半年中国服
务外包产业发展情况。最新数据显示，
2020 年上半年，中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
同额 6795.3 亿元人民币，执行额 4501.3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5.9%和10.9%。其中，承
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4038.3 亿元，同比
增长 1.8%，执行额 2677.3 亿元，同比增长
10.4%，成为稳外贸的重要力量。

6月当月，全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
额2126.4亿元，执行额1390.2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33.7%和 15%，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
包合同额1141.2亿元，执行额767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26.1%和10%。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服
务外包呈现四大特点：

一是新兴数字化服务和研发、维修等
生产性服务快速增长。上半年，中国企业
承接离岸信息技术外包 （ITO）、业务流程
外包 （BPO）、知识流程外包 （KPO） 执行
额分别为 1170.3 亿元、471.4 亿元和 1035.6
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4% 、 23.8% 和
13.5%。云计算服务、人工智能服务、区块
链技术服务等新兴数字化服务离岸执行额
同比增长 186.3%。生产性服务外包业务发
展加快， KPO中的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外
包离岸执行额211.4亿元，同比增长38.6%。

二是美国、中国香港、日本等重点市
场稳中有升。上半年，中国企业承接美
国、欧盟、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离岸外包

执行额分别为 554.9 亿元、436.2 亿元、220
亿元、159.1亿元和140.8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 11.6%、3.1%、10.3%、23.1%和 29.9%。
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离岸外包执行
额723.2亿元，同比增长6.3%。

三是各重点区域错位发展的格局逐步
形成。长三角区域是服务外包产业主要集
聚区，上半年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1414.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8.5% ， 占 全 国
52.8%。京津冀地区承接离岸外包执行额
243 亿元，同比增长 46.4%，其中生物医药
研发外包表现抢眼，同比增长53%；粤港澳
大湾区是制造业集聚区，工业设计外包是
其发展特色，上半年承接离岸工业设计外
包 107.2 亿元，同比增长 11.2%。31 个服务
外包示范城市承接离岸外包执行额 2307.8
亿元，同比增长8.6%，占全国86.2%。

四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是发展主
力。上半年，民营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
执行额 646 亿元，同比增长 19.7%，高于全
国平均增速 9.3 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

（不含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承接离岸服务外
包执行额951.3亿元，同比增长10%。

“今年以来，商务部全面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支持服务外包
企业应对疫情影响，会同各部门各地区认
真落实 《关于推动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
的若干意见》，推动服务外包企业实现全面
复工复产，业务发展持续向好，预计全年
服务外包将保持增长势头。”该负责人说。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服务外包成稳外贸重要力量

本报北京7月23日电（记者吴月辉）
日前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国务院关于促进
国家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意见》。7 月 23 日下午，科技部副部
长徐南平在国新办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透露，2019年国家高新区的GDP占全国
GDP的 12.3％，税收的 11.8％，已成为国家
整体经济重要战略支撑和新的增长点。

徐南平表示用三个关键词概括了国家
高新区在国家发展的地位。

第一个是“创新高地”。从创新投资
来看，2019年国家高新区企业研发支出是
8259 亿元，占全国企业整体投入的 50％。
高新区生产总值比例占到 6.8％，是全国
平均水平的3.1倍。

第二个是“产业高地”，主要是集中

在企业注册和产业发展。国家高新区集聚
了企业 8.1 万家，占全国的 35.9％。科技
型中小企业5.1万家，占全国的33.6％。

第三个是“人才高地”。国家高新区
从业人员大概2213万人，其中大专学历占
到59％，本科以上学历占到38％，每万名
从业人员中有 800多研发人员，是全国平
均水平13.8倍。

徐南平说：“国家高新区已经成为我
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面旗帜，成为创
新驱动发展的主阵地，为引领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丰富的经验。”

近年来，河北省
邯郸市肥乡区坚持培
育发展先进装备制造
产业，打造以环保汽
车、精密铸件等为核
心的特色装备制造产
业基地，助推经济结
构 优 化 升 级 。 目 前 ，
肥乡区规上装备制造
业企业达 24 家。图为
近日工人在肥乡区一
家装备制造企业生产
车间工作。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国家高新区GDP占全国12.3%

大暑时节，正值双抢，各地农户抢种、抢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图为
7月23日，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崧厦街道任谢村村民正在抢收早稻。

朱胜钧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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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
保持稳定的投资规模，继续推进
电网建设，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
境。今年，广州815项配网度夏工
程高效投产，同比增加46%；新建
10 千伏线路 360 千米，配变 897
台，增加约 66 万千瓦供电能力，
约等于新增满足一个荔湾区的用
电需求。图为广东广州番禺供电
局工作人员在高温天气下开展现
场作业，保障电网安全运行。

高剑辉摄

高温天气高温天气
作业忙作业忙

◀受 7 月 22 日晩上大风暴雨
影响，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古邳
镇 10 千伏古西线官庄西台 8 根电
杆倒在稻田中，造成部分用户停
电。灾情发生后，当地供电部门
迅速组织人员前往抢修，并及时
恢复供电。图为 23 日，睢宁县电
力抢修人员在古邳镇官庄村抢修
供电线路。

洪 星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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