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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6%，改变自 2010 年以来增速单向放缓的运行态
势；全年利润同比增长21%，为2013年以来最好增
长水平……1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了 2017 年中国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
2017年，工业运行好于预期，质量效益同步改善，
工业经济站上高质量发展新起点。

工业经济超预期

“好于预期，全面完成年初确定的目标。”发布
会上，工信部部长苗圩这样评价 2017 年中国工业
经济的发展。全年来看，工业经济许多指标明显向
好。

首先是工业生产有所加快。2017年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6%，比上年提高 0.6 个百分
点，改变了工业增加值增速自 2010 年以来单向放
缓的运行态势。2017 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 77%，
为5年来最好水平。

其次是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单位工业增加
值能耗、水耗分别同比下降约 4.3%和 6%。规模以
上工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1%，为2013年以来最好
增长水平。

市场信心也不断增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
比增长6.3%，结束了自2012年以来持续5年下降的

态势。全年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始终保持在51%以
上的景气区间，新订单指数保持较好水平，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增长10.7%。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
东向本报记者分析指出，2017年工业经济的超预期
表现主要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经过近
两年的去产能、去库存等举措，工业企业逐渐剥离
不良资产和低效率部门，并加速实现工业转型，企
业的经营效益明显好转。另一方面，受全球需求扩
张影响，价格的回升也带动工业企业，尤其是原材
料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

供给侧改革显成效

2017年，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明显。
钢铁和煤炭行业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

点领域。2017年，5000万吨钢铁去产能的目标超额
完成，累计化解钢铁过剩产能 1.15 亿吨以上，1.4
亿吨“地条钢”全面出清。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指出，“地条钢”的全面
出清不仅对我国钢铁行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对全球钢铁市场回暖、价格回升产生了重要
作用。“换个角度说，中国强力推动的钢铁行业去
产能，不仅推动了国内行业工业的优化升级，同时
也对国际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国际钢铁企业广
泛受益。”他说。

2017年，钢铁、有色、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
利润总额同比分别增长 178.9%、27.5%、94.4%和
81.3%。

此外，杠杆率有所下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7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5.5%，
比上年降低 0.6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业资产
负债率为60.4%，比上年降低0.9个百分点。

企业成本继续降低。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4.92 元，比上
年减少 0.25 元；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费用为
7.77元，比上年减少0.2元。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何平博士认为，2017年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去产能、降成本等政策措
施有效落实，新动能加快成长，结构调整、转型升
级步伐加快，企业生产经营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高质量发展正践行

不过，工信部也指出，工业通信业发展中面临
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尚未解决。如核心技术受制于
人、增长动力仍然不足、低端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
并存、企业综合成本较高等。

相应措施正在加快推进。以技术改造来说，
2017 年工信部“导向计划”遴选 644 个重大项目、
总投资近 4000 亿元，技改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比
重达到45.5%。

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的结果，我国工业增
加值总量达到 28万亿元人民币，占 GDP的比重达
到 33.9%，比上年同期提高 0.54个百分点。在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工业经济无疑应该挑起“大
梁”。

刘向东认为，工业经济对国民经济起到重要的
支撑作用，在高质量发展上，工业经济也应该加快
实现转变。这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政府要继续推行

“三去一降一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和投资环
境，让企业主动决策。而企业也应该深耕主营业
务，加大创新和技术投入，实现更多高质量的供
给，从单纯“做大蛋糕”到提升竞争力。

苗圩表示，2018年将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中国制造
2025”，不断加快新旧动能的转换，切实提高工业
供给体系质量，全力巩固工业经济向好势头。

发展高质量 工业“挑大梁”
本报记者 李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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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30 日电 （记者王俊
岭） 日前，国家开发银行在京召开 2018
年度工作会议并披露了相关经营数据。
据了解，截至 2017 年底，全行资产总额
15.67万亿元，不良贷款额、不良贷款率
实现“双降”，其中不良贷款率连续51个
季度控制在1%以内。

据悉，在履行开发性金融机构职能
上，国开行表现也十分出色。2017年，在培
育经济新动能方面，国开行发放战略性新
兴产业贷款3443亿元、集成电路贷款1078
亿元、环保及节能减排贷款 3270 亿元；在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方面，新增发放贷款
4445 亿元，贷款余额覆盖 983 个国家级和
省级贫困县；在保障房方面，该行截至
2017 年底累计发放棚改贷款 3.4 万亿元，
惠及棚户区居民超过2000万户；在国际业
务方面，该行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增
发放贷款 176 亿美元，实现“一带一路”人
民币专项贷款授信承诺991亿元。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表示，未
来，国开行要统筹做好服务打赢三大攻
坚战和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的各项重点工作。

“中华亲情林”助力公益扶贫
本报北京1月30日电（张诗淇） 30日，由华夏文化纽带工程

执行委员会主办、雨花行动公益基金支持的“中华亲情林——无
患子树公益扶贫认养行动”在京启动。全国政协、农业部、民政
部、湖南省、贵州省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出席
启动仪式。

据介绍，“中华亲情林”的基本内容是，海外华侨华人、台湾
同胞在中国大陆认养有吉祥内涵的长寿林木，同时附上自己的家
谱和亲情资料，持续养护长寿林木，实现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融合发展。

无患子树，是“中华亲情林”建设中选择的长寿树之一。它
耐干旱、耐盐碱，适合于在贫瘠土地中生长，被一些地方当做脱
贫的支柱产业。贵州省独山县和湖南省石门县这两个国家级贫困
县都有无患子林业基地，此次申报成为“中华亲情林”建设基
地，便于这些林木得到社会对扶贫工作的支持，从而解决相关产
品推广和资金接续不畅的瓶颈，提升公益扶贫的效果。

留学生写春联
1 月 30 日，在山东省威海市南海新区江南城小区举办“喜迎

新年写春联，情暖居民送祝福”活动。北京交通大学 （威海校
区） 来自俄罗斯、几内亚、孟加拉国等国的留学生来到江南城小
区，在书法家的指导下学写春联，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和新年
的喜庆气氛。 刘昌勇摄

1月30日，“迎新春——浙江海宁华灯会‘中国灯彩之窗’巡回展”在河北省邯郸市博
物馆举办。海宁硖石灯彩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始于唐，盛于宋，被列为贡品，誉为

“中华瑰宝”。此次展出的 103件 （组） 灯彩是海宁江南灯彩文化艺术街“中国灯彩之窗”
中的部分展品，多为现当代灯彩大师的作品。图为市民在“中国灯彩之窗”巡回展参观。

史自强 郝群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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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新疆哈密市“新春走基层 文艺轻骑行”启动。由记者、演员、文艺骨
干等组成的小分队深入到乡村、重点工程、边防等基层一线，开展歌舞送基层文化进
万家活动，喜迎新春的到来。图为演员在哈密石城子水库为值守的工作人员表演舞
蹈。 蔡增乐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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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行经营管理迈上新台阶国开行经营管理迈上新台阶

春节前夕，一些
商家将各种造型的小
狗玩偶摆放在显眼位
置供市民选购，憨态
可掬的生肖玩偶吸引
了过往市民的目光。
图为1月29日，北京
前门一条街，市民在
挑选生肖狗的挂历。

韩加君摄
（人民视觉）

生肖玩偶
受欢迎

生肖玩偶
受欢迎

日前公布的区域经济数据显示，2017年长三角两省
一市 （江苏、浙江、上海） 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同
时，呈现出“老底子”愈加夯实、新动能强劲发展特
征，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

“老树”发新芽

位于无锡东港镇的红豆热电厂，原有的两台锅炉是
2004 年建设的，热效率较低且不能适应热负荷增长需
求。2017年，该厂淘汰了原来的两台旧锅炉，改建高温
高压的流化床锅炉，改造后每年可减少5000吨标煤。

江苏火电发电量、钢铁、水泥产量均居全国前三，
化学纤维产量占全国的 30％，煤炭消费总量位居全国前
列。面对环境容量超载、环境负担过重的客观现实，“压
钢减化”是必然选择。

积极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长三角地区传统产能提
升正在轰轰烈烈进行中。此前，杭州钢铁集团坚定推进
去产能、调结构、促转型，用150天时间全面安全关停了
杭钢半山钢铁基地，平稳分流安置1.2万人，成为去产能
的范例。

去年以来，长三角地区淘汰产能、提升传统产业效
果明显。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江苏压减钢铁产能634
万吨、煤炭产能 18 万吨、水泥产能 510 万吨。浙江和上
海传统产业也取得了良好发展，浙江纺织、服装、化工
等十大传统产业利润总额增长 23.2％，上海工业生产则
呈现2011年以来最快增速。

量优质更佳

如何培育新兴产业全面振兴实体经济？浙江正加快
实现拥抱数字化、智能化的步伐。组建之江实验室、成
立省级人工智能发展专家委员会，在人工智能、量子通
讯、数字创意等领域布局了一大批能够引领未来发展的
重量级产业，不断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

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结合也在产生神奇的化学反
应。浙江台州智能马桶盖制造已形成了产业集群，越来
越多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进一步融入智能

马桶盖制造中，2017 年前 3 季度销售份额占据国内市场
60％以上。

2017年，长三角地区新经济蓬勃发展。据统计，新经
济对浙江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 37.1％，江苏高新技术产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分别提高到 42.7％和 31％。
上海 2017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比增长 7.3％，新能源
汽车产业更是增长42.6％。

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现代服务业也是上
海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统计显示，包括研发设计、
文化创意、信息技术、检验检测认证、供应链管理在内的
现代服务业，近几年在上海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与先进
制造业遥相呼应。

优化营商环境

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更优的营商环境，这在长三角已
成为共识。上海市提出，上海加快构建法治化、国际化、便利
化的营商环境，核心就是深化政府的“放管服”改革。

以上海浦东新区率先试点的“证照分离”为例，目前
已梳理出 548项企业市场准入审批事项。除了国家规定的
事项，市区两级的许可审批，都要按取消、备案等方式进
行改革。

浙江正在以“最多跑一次”为引领撬动全面深化改
革。目前，浙江“最多跑一次”已覆盖 80％的权力事项、

“零上门及一次办结”比例高达82.6％，群众对“最多跑一
次”改革成效给予满意、比较满意评价的比例接近90％。

浙江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卓勇良说，浙江推出的“最
多跑一次”改革是浙江行政审批事项改革的一个里程碑事
件，真正体现了浙江提高政府治理水平，从源头上提升经
济社会运行效率的坚强决心，为该省经济发展营造了稳
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据新华社杭州电 记者商意盈、何欣荣、刘巍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