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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今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及工业运行

情况分析



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913027亿元，按不变价格

计算，同比增长5.2%。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56374亿元，同比增长4.0%；第二

产业增加值353659亿元，增长4.4%，其中，工业增加值占GDP的

比重32.3%；第三产业增加值502993亿元，增长6.0%。

其中，一季度增长4.5%，二季度增长6.3%，三季度增长4.9%。

（202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210207亿元，比上年增长3.0%。分季度

看，一季度同比增长4.8%，二季度增长0.4%，三季度增长3.9%，四季度增

长2.9%。）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1—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460814亿元，同比

增长2.9%。其中，工业投资同比增长9.0%；制造业投资增

长6.3%，增速比1—10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

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

5.8%。1—11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235267亿元，同比

下降0.5%，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9.1%。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

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0.5%、10.6%。





• 1—11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04045亿元，同比下降9.4%

（按可比口径计算）；其中，住宅投资78852亿元，下降9.0%。

• 1—11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831345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7.2%；商品房销售面积10050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8.0%。

• 1—11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117044亿元，同比下降

13.4%。

• 11月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简称“国房景气指数”）为

93.42。







市场销售增势较好，服务消费持续较快增长

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505亿元，同比增长10.1%，

比上月加快2.5个百分点；在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服装、

鞋帽针纺织品类，通讯器材类，体育娱乐用品类，汽车类，金银珠

宝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2.0%、16.8%、16.0%、14.7%、10.7%。

1-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7945亿元，同比增长7.2%，

比1-10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17709

亿元，增长8.3%，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7.5%。1-11月

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19.5%，比1-10月份加快0.5个百分点。





货物进出口同比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

11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7004亿元，同比增长1.2%，比上月加快0.3个百分

点。其中，出口20956亿元，增长1.7%；进口16048亿元，增长0.6%。进出口相抵，

贸易顺差4908亿元。

1-11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79587亿元，同比持平。其中，出口216038亿

元，增长0.3%；进口163549亿元，下降0.5%。

1-11月份，一般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6%，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4.8%，

比上年同期提高1.0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6.1%，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53.3%，比上年同期提高3.1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8%，占出口总额的比

重为58.6%。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

• 2023年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5%。其

中，城市下降0.4%，农村下降0.8%；食品价格下降4.2%，

非食品价格上涨0.4%；消费品价格下降1.4%，服务价格

上涨1.0%。

• 1—11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3%。





• 11月份，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下降2.2%，影响CPI（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下降约0.64个百分点。食品中，畜肉类价格

下降19.2%，影响CPI下降约0.72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下降

31.8%，影响CPI下降约0.58个百分点；蛋类价格下降8.8%，影

响CPI下降约0.06个百分点；水产品价格下降1.1%，影响CPI下

降约0.02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上涨2.7%，影响CPI上涨约0.05

个百分点；鲜菜价格上涨0.6%，影响CPI上涨约0.01个百分点；

粮食价格上涨0.5%，影响CPI上涨约0.01个百分点。



•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五涨两降。其中，其他用品及

服务、教育文化娱乐、衣着价格分别上涨3.0%、1.8%和

1.3%，医疗保健、居住价格分别上涨1.3%和0.3%；交通

通信、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下降2.4%和0.5%。





二、今年1-10月、1-11月我国工业经济

及主要工业行业运行形势分析



（一）1-10月工业生产运行情况分析



10月份，总体上看，工业生产稳定恢复，多数

行业和工业产品增速回升，装备制造业支撑作用明

显；工业大省保持平稳增长势头；新动能领域重点

产品产量保持快速增长，出口交货值降幅继续收窄。















1、工业生产平稳增长。

• 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4.6%（增加值增速均为

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增速较9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制

造业增加值增长5.1%，增速比9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

• 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增速较1-9月加快

0.1个百分点，保持稳步回升态势；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5%，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9%。

• 分经济类型看，10月份，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9%；股份制

企业增长5.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0.9%；私营企业增长3.9%。



2、近七成行业保持增长，电气机械、汽车、化工

行业增长带动作用明显，电子行业逐步回升。

• 10月份，41个工业大类中，28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23个

行业增速较上月加快或降幅收窄。增加值规模排名前十的制造业大类

中，有色（12.5%）、化工（12.1%）、汽车（10.8%）、电气机械

（9.8%）、石油加工（9.2%）、钢铁（7.3%）、电子（4.8%）等7个行

业增速超过整体工业增速；烟草、建材和通用设备行业分别下降2.7%、

1.1%和0.1%。其中，电气机械、化工、电子、汽车和有色5个行业对整

体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5%。



• 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3.3%，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0.4%，

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0.7%，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3.4%，纺织业

增长2.0%，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12.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下

降1.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7.3%，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增长12.5%，通用设备制造业下降0.1%，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2.7%，

汽车制造业增长10.8%，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增长9.6%，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9.8%，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增长4.8%，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0.9%。



• 分产品看，10月份，620种产品中有371种产品产

量同比增长。钢材11371万吨，同比增长3.0%；水泥

19121万吨，下降4.0%；十种有色金属655万吨，增长

8.2%；乙烯282万吨，增长5.6%；发电量7044亿千瓦时，

增长5.2%；原油加工量6393万吨，增长9.1%。



• 1-10月份，41个工业大类中有28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电气

机械（13.6%）、汽车（11.3%）、化工（9.5%）、有色（8.3%）、钢铁

（7.8%）等行业增速较快，对整体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4%；皮革制

品（-10.2%）、家具（-8.5%）、服装（-8.5%）等行业降幅较大。

• 从重点产品看，主要新能源产品产量保持高速增长。10月份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289.1万辆和285.3万辆，同比增长11.2%和13.8%；其中，新

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8.9万辆和95.6万辆，同比增长29.2%和33.5%，

市场占有率达到33.5%。光伏电池、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和充电桩产量

同比增长62.8%、57.3%和33.5%；服务机器人和集成电路产品分别增长

59.1%和34.5%。



3、多数省份实现增长，工业大省支撑有力。

10月份，31个省份中有28个工业增加值同比正增长，10个工业大省均

保持增长，四川由于去年同期高基数（9.8%）的影响，本月增速仅为2.4%，

其余9个省份增速均超过全国平均值，其中，广东、湖北、湖南、河南4个省

份增速较9月份加快。上海（-9.8%）、黑龙江（-3.3%）降幅较9月份收窄，

天津（-2.6%）增速转负。

1-10月，31个省份中有28个累计工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北京（-0.4%）、黑龙江

（-2.5%）陕西（-0.4%）同比下降。10个工业大省中，江苏（7.4%）、山东（6.9%）、河

北（6.7%）、四川（6.4%）、湖北（5.8%）、浙江（5.6%）、河南（4.2%）、湖南（4.2%）

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余2个省份（广东和福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增长加快，工业品出口和产销衔接水平继续改善。

1-10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增速比1-9月回落0.2个

百分点，今年以来累计增速呈逐月回落（主要受房地产投资下滑所致）。

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6.2%，与1-9月持平；基础设施投资增长5.9%，比1-

9月回落0.3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9.3%，降幅比1-9月回落

0.2个百分点，也是呈现年内逐月下滑态势。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加快，

1-10月同比增长11.3%，与1-9月份持平，其中，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

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6.7%和12.7%。



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6%，比9月份加快2.1个百分

点。其中，商品零售额增长6.5%，限额以上单位金银珠宝类和通讯器材类

商品销售额分别增长10.4%和14.6%；全国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8.5%。1-10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9%。

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同比下降0.5%，降幅比9月份收窄3.1个百

分点。其中，煤炭、烟草、冶金、有色、机械5个行业同比增长，电子行业同比持平，

其他行业同比下降。

1-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同比下降4.2%，降幅比1-9月份收窄0.6个

百分点，其中，烟草、电力机械和冶金行业为正增长。

10月份，产品销售率为97.4%，连续4个月保持在97%以上。

















• 2023年10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6%，

环比持平；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3.7%，环比上涨

0.2%。1—10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

3.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3.6%。







• 10月份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变动情况

•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3.0%，影响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约2.35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下降

6.2%，原材料工业价格下降2.3%，加工工业价格下降3.0%。生活资料

价格下降0.9%，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约0.24个百分点。

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2%，衣着和一般日用品价格均上涨0.4%，耐用

消费品价格下降2.0%。







•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类价格下降7.3%，燃

料动力类价格下降6.7%，化工原料类价格下降6.3%，农副产品类价格

下降6.2%，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下降2.1%；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

格上涨3.7%。



（二）1-11月规模以上工业生产运行
情况分析















• 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6%（增加值

增速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从环比看，11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0.87%。1—11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

• 分三大门类看，11月份，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制

造业增长6.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9.9%。

• 分经济类型看，11月份，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3%；股份制企业增长7.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4.4%；私营企业增长5.2%。



• 分行业看，11月份，41个大类行业中有28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

长。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5.2%，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1.8%，

农副食品加工业下降0.5%，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4.8%，纺织业

增长2.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9.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下

降0.6%，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5.1%，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增长10.2%，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0.8%，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9%，

汽车制造业增长20.7%，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

长12.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10.2%，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增长10.6%，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9.2%。



• 分产品看，11月份，620种产品中有367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其中，

钢材11044万吨，同比增长4.2%；水泥18979万吨，增长1.6%；十种有色

金属650万吨，增长7.1%；乙烯269万吨，增长4.8%；汽车295.3万辆，增

长23.6%，其中新能源汽车100.6万辆，增长35.6%；发电量7310亿千瓦时，

增长8.4%；原油加工量5953万吨，增长0.2%。

• 11月份，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97.4%，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工

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2580亿元，同比名义下降3.0%。



















（三）1-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经济效益情况分析













• 随着去年以来一系列推动经济回升向好政策效果的不断显现，市场

需求逐步改善，工业企业营收加快回升，利润延续恢复态势，主要工业

大省效益均有所改善。

• 1、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连续三个月正增长，累计降

幅逐月收窄，营业收入累计实现正增长

• 1-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1154.2亿元，同比下

降7.8%，降幅比1-9月份收窄1.2个百分点。其中10月份同比增长2.7%，连

续三个月正增长，表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1-10月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07.78万亿元，有1-9月同比持平转为增长

0.3%，其中，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5%，增速较

9月份加快1.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回升。



• 从三大门类看，1-10月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8.5%，降幅较

1-9月收窄1.6个百分点。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9.7%，降幅较1-9

月收窄0.2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

同比增长40.0%，增速较1-9月份加快1.3个百分点。

• 1-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7%，较1-9月份提高

0.05个百分点，为2023年以来最高值，但较2022年（6.09%）仍低0.42个

百分点。1-10月，制造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4.74%，较1-9月上升0.06个

百分点。



• 2、超七成行业实现利润得到改善，装备制造业持续

增长，原材料、消费品、电子行业实现利润降幅持续收窄。

• 从利润情况看，1-10月份，有18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0个行业

利润同比增速较1-9月加快或降幅收窄，利润回升面达到73.2%。电力、热

力生产和供应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3个行业合计

拉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08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

1-10月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1%，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水平8.9个

百分点。其中，电气机械、铁路船舶航空运输设备、通用设备制造业保持

两位数增长，分别增长20.8%、19.1%、10.4%，汽车制造业增长0.5%。电

子行业降幅继续收窄，1-10月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8.2%。



• 原材料行业效益有所改善，在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带动下，1-10

月利润同比下降21.9%，降幅较1-9月收窄3.9个百分点。其中，石油、煤

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27%）、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42.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26.5%）、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3.7%）等

行业均较1-9月有所好转；受去年同期低基数因素（-93.5%）的影响，钢

铁行业由上月下降1.8%转为增长37%。消费品行业降幅持续收窄。在扩

内需、促销费政策拉动下，1-10月利润同比下降3.1%，降幅较1-9月收窄

0.5个百分点。其中，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6.2%）、烟草制品业

（6.2%）、纺织业（-6.1%）、家具（-11.8%）、医药制造业（-16.4%）

等行业较1-9月回升0.6个、0.7个、4.1个、5.5个和1.1个百分点。



• 从营业收入看，1-10月，41个工业大类中有20个行业同比增长，增

长面达到48.8%；下降的有21个行业，19个行业降幅收窄，其中，黑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7%）、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4.7%）、纺织业（-2.7%）降幅较1-9月分别收窄1.1个、0.9个和0.6个百

分点。增加值占GDP比重排名前10的重点行业，其营业收入的增长速度

表现为4增6降，即：电气机械（10.5%）、汽车（10.3%）、有色

（3.6%）、通用设备（2.1%）行业实现同比增长，而电子、化工、钢铁、

石油加工、建材、医药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速度为下降。



3、工业大省实现利润状况多数改善

1-10月，23个省份利润状况较1-9月改善，8个省份同比增长速度回

落。10个工业大省中，除了湖北外，其他9个大省实现利润均好于全国

水平。广东（11.5%）、山东（6.4%）、四川（0.4%）增速较1-9月分别

加快1.2个、5.2个和0.2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增长；河南由负（-4%）转正

（5%）；湖北（-24.1%）、浙江（-5.2%）、湖南（-2.1%）、江苏（-

1.7%）着4个省降幅较1-9月分别收窄3.5个、1.2个、0.3个和0.2个百分点；

福建（-2.6%）、河北（-5.8%）降幅较1-9月分别扩大0.6个和0.5个百分点。



4、企业亏损面持续收窄，原材料行业亏损情况相

对突出

10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数量为12.3万家，同比增长9.0%，

增速较9月末减缓0.2个百分点。企业亏损面为25.7%，比9月末收窄1.2个

百分点，但仍为201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从行业看，41个大类行业中

有23个行业亏损面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制造业中石油加工、化学纤维、

钢铁、电子和有色金属行业亏损面分别达到37.7%、33%、32.9%、31.95

和30.1%。从地区看，31个省份中有20个亏损面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工

业大省中，广东、河北企业亏损面达到29.0%和26.9%。



5、产成品存货增速有所下降，产成品存货周转天

数和应收账款回收期仍处于历史同期高位

10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长2.0%，增速比9月

份放缓1.1个百分点。10月末，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20天，与9月份持

平，为2015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10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

同比增长8.4%，增速比9月末降低1.3个百分点；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

63.2天，比9月末增加0.2天，为2015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6、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降幅略有扩大，每百元营

业收入中成本继续下降

受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波动及去年同期高基数等因素的影响。

主要行业中，建材、钢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7.6%和5.2%，降幅扩大0.6

个和0.2个百分点。随着降成本等政策效应持续释放，1-10月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有所下降，为85.02元，已连续5个月

下降，较1-5月的85.29元（2018年以来最高点）下降了0.27元。



三、重点行业运行情况分析



（一）1-10月石化行业运行情况分析



进入三季度，全行业经济运行不断恢复向好，生产经

营持续改善，价格环比保持上涨，经济保持恢复向好态势；

随着停车检修的完成，行业开工率稳步提升。10月，石油

和化工行业经济运行持续改善，行业景气指数同比、环比

增速均保持增长，处于正常偏热区间。



1、行业运行总体恢复向好，行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

• 1-10月，石油和化工行业累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增速比同

期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速高4个百分点。10月当月全行业工业增加值增速同

比增加9.9%，炼油、化学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11.9%，保持较

高增长速度。细分行业看，化学矿开采、基础化学原料、化肥和合成材

料制造增加值增速居前列，分别为22.1%、16.6%、15.3%、13.5%。

• 油气及下游产品生产持续增长。1～10月，全国原油产量1.74亿吨，

增长1.7%；天然气产量1896.3亿立方米，增长6.1%。原油加工量6.19亿吨，

增长11.2%；成品油产量（汽、煤、柴油合计）3.58亿吨，增长19.4%。其

中，柴油产量1.81亿吨，增长18.1%；汽油产量1.36亿吨，增长10.2%。



2、化学品生产增幅扩大。

• 1～10月，全国主要化学品总产量增长5.0%。其中，乙烯产量2645.8

万吨，增长6.6%；纯苯产量1119.6万吨，增长3.9%；涂料产量2408.2万吨，

增长6.4%；硫酸产量7860.2万吨，增长2.7%；烧碱产量3377.9万吨，增长

2.5%；纯碱产量2665.7万吨，增长9.7%；单晶硅产量126.2万吨，增长

62.8%；合成树脂及共聚物产量9767.7万吨，增长5.7%；合成纤维单体产

量5365.9万吨，增长12.7%；合成纤维聚合物产量1591.1万吨，增长5.4%；

精甲醇产量4977.8万吨，增长3.4%；化学试剂产量2597.3万吨，同比持平。

此外，轮胎外胎产量8.16亿条，增长14.3%。



3、农化产品产量保持增长。

1～10月，全国化肥总产量（折纯，下同）4718.2万吨，增长4.2%，

增速比前9月扩大0.9个百分点。其中，氮肥产量3370.7万吨，增长6.5%；

磷肥产量749.1万吨，增长3.6%；钾肥产量598.4万吨，下降6.5%，降幅与

前9月持平。1～10月，农药原药产量（折100%，下同）215.7万吨，增长

0.7%，增幅由负转正。



4、市场价格持续回升

• 2023年以来，石油和主要化学品市场价格震荡起伏。进入三季度后

价格出现回调。国家统计局价格指数显示，从环比看，受部分工业品需求

改善、国际原油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10月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

数）较9月份基本持平，下降0.1%；受价格上涨与下游需求改善的影响，

国内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PPI指数为101.7，较上月上涨5.0，石油煤炭及其

他燃料加工业PPI为96.2，较9月上涨2.9。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PPI

为93.1，较9月上涨0.3。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PPI价格指数均呈现连续4月上涨状态。



5、行业效益持续改善
• 进入到9月，原油价格持续回升、化工产品价格保持上涨趋势，前9
个月，石油和化工行业累计营业收入、利润降幅双双收窄。1～9月，石
油和化工行业实现营业收入11.67万亿元，下降2.6%（同比，下同），
下降幅度比前8个月收窄1.0个百分点。其中，

• 化学工业营业收入6.75万亿元，下降4.8%，下降幅度比前8个月收窄
1.1个百分点；炼油业营业收入3.66万亿元，增长1.7%；

•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营业收入1.04万亿元，下降5.3%，下降幅度比
前8个月收窄1.2个百分点。化学工业中，各细分行业营业收入增速出现
分化，化学矿采选、橡胶制品保持增长，增速分别为4.2%和5.5%；

• 农药、化肥、涂（颜）料产品、专用化学品、合成材料、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和煤化工产品分别下降20.1%、5.8%、4.9%、6.0%、5.0%、4.7%
和0.4%。保持增长的细分行业增速扩大，增幅下降的，降幅均收窄，随
着8月、9月两个月需求复苏等利好影响，行业营业收入呈现显著回升。



6、利润降幅收窄。

1～9月，石化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6924.9亿元，下降28.3%，比1～8月

降幅收窄6.1个百分点。其中，化工行业利润总额3246.1亿元，下降44.3%，

降幅比前8个月收缩5.1个百分点。基础化学原料制造利润总额1024.6亿元，

下降62.7%；专用化学品制造利润总额623.4亿元，下降24.6%；化学矿采选

利润总额86.1亿元，增长7.2%；肥料制造利润总额337.7亿元，下降48.1%；

农药制造利润总额132.2亿元，大幅下降63.7%；合成材料利润总额458.0亿元，

下降35.1%；涂（颜）料制造利润总额247.5亿元，下降4.6%；橡胶制品利润

总额386.2亿元，大幅增长76.3%；煤化工产品制造亏损49.7亿元。

• 1～9月，全行业营业收入利润率5.9%，较前8个月增加0.2个百分点。



7、投资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 1～10月，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投资增长13.4%，增速比前9个

月下降0.1个百分点，基本持平状态；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投资增长

20.3%，较前9个月持平，保持高位；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投资

下降20.7%，降幅较前9个月收窄2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收窄。随着油价

上涨及下游化工品价格连续上涨，全行业投资意愿维持较高热度。随着

一批针对性强的政策的出台实施，加之新项目规划的启动，石油、煤炭

及其他燃料加工业投资降幅收窄明显。



8、进出口贸易持续下滑

• 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对外贸易总额自今年4月份开始由正转负，且呈

现持续下滑。1～10月全行业进出口总额7907.6亿美元，下降9.1%，占全

国进出口总额的16.1%。其中，出口总额2647.4亿美元，下降11.2%；进口

总额5260.1亿美元，下降8.0%。贸易逆差2612.7亿美元，下降4.5%。

• 1～10月，国内进口原油4.73亿吨，增加14.5%。进口天然气9690.2

万吨，增长9.1%。成品油出口量3537.8万吨，增长52.8%；出口额293.7亿

美元，增长29.5%。化肥出口（实物量）2572.4万吨，增长28.1%；出口额

80.8亿美元，下降15.3%。



（二）1-10月轻工行业运行情况分析



• 随着一系列稳经济、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效果的不断显现，国

内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中秋国庆期间消费领域强劲复苏，轻工相关消费

品销售实现快速增长，轻工业生产继续恢复，盈利明显好转，新动能行

业较快增长，轻工业经济稳健复苏，行业整体保持回升向好态势，对工

业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但轻工业发展仍面临需求不足、出口

下滑、投资放缓、行业分化等困难。下阶段，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着力扩大国内需

求，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巩固工业经济回升向好基础，持

续推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1、轻工业生产经营总体持续恢复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10月份食品工业增加值平稳增长，其

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增长0.7%，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7%，酒饮

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4%。10月份部分轻工行业增加值较快增长，

其中纸浆制造同比超过50%，造纸、家用电器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速超过10%。

从产品产量看，10月份，在国家统计局统计的92种主要轻工业产品中，

58种产品实现增长，增长面为63%，较9月份提高8.7个百分点。1—10月份，

主要轻工业产品中有55种产品产量实现增长，增长面近60%。

10月份，部分快速消费品、日用消费品及家用电器、电池等耐用消费

品产量实现较快增长。



• 快速消费品类中，果汁和蔬菜汁饮料产量超过30%。鲜冷藏肉、酱油、

罐头产量增速超过10%，

• 日用消费品类中的玻璃保温容器、纸制品、洗衣粉产量增速超过10%。

• 耐用消费品类中，太阳能电池产量增长超过60%，家用冷柜、电冰箱

产量增速超过20%，家用洗衣机、电冷热饮水机、家用电风扇、微波炉、

锂电池产量增速超过10%。

• 1—9月份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较1—8月份回升0.4个百分点。

其中：9月份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4%，较8月回升1.9个百分点，连续六

个月保持增长，轻工业生产继续保持回升向好态势。



2、国内消费市场稳步复苏

• 随着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消费潜力不断释

放，市场活力逐步增强，轻工消费品市场稳步复苏。10月份，轻工11

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7.0%，增速较9月份回升1.5个百分点。1—10月

份，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58272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5.1%，

同比增长5.3%。



• ——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稳定增长，1—10月份，粮油食品类商品

零售额增长5.2%，饮料类零售额增长2.4%。

• ——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1—10月份,金银珠宝类、体育娱乐

用品类、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2.0%、9.9%、6.2%。

• ——线上消费持续增长，1—10月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03010

亿元，增长8.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6.7%；在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中，吃类、用类商品分别增长11.3%、8.2%。

• ——中秋国庆轻工产品销售快速增长，今年中秋国庆期间消费领域

强劲复苏，轻工相关消费品销售实现快速增长。假日经济效应持续显现，

充分显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



3、营收、利润双增长、盈利明显好转
• 受益于经济持续恢复向好、扩内需政策效果不断显现等因素，消费需
求持续回暖，前三季度轻工业营业收入、利润实现双增长、盈利水平明显
好转。

• 1—9月份，轻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128918个，实现营业收入16.15万
亿元，同比增长1.6%。实现利润9537.0亿元，增速由1—8月份同比下降转
为增长1.9%，回升5.1个百分点。1—9月份，轻工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9%，
较1—8月份回升0.3个百分点。

• 前三季度家用电器、电池、轻工机械、饮料、玻璃陶瓷制品等行业利
润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 前三季度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利润由上半年同比下降转为增长5.6%；
造纸及纸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利润降幅较上半年收窄近20个百分点。

• 1—9月份，轻工业营业收入增速、利润增速、利润率均高于同期规模
以上工业及制造业水平。



4、新动能行业较快增长

2023年，以太阳能电池、电动自行车、家用电器等为代表的轻工绿色

制造、智能制造行业快速成长，成为推动轻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从生产看，1—9月份太阳能电池、家用洗衣机、空调、电冰箱、吸尘

器等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太阳能电池产量增长超过60%。电池制

造工业增加值增长18.1%、家用电器制造增加值增长8.9%。

从营业收入看，1—9月份电池制造营业收入增长19.1%，家用电器制造

营业收入增长6.9%。

从利润看，1—9月份，家用电器、电池制造、助动车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19.6%、13.4%和5.0%。



5、产成品（存货）增速回落

今年以来，轻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产成品（存货）规模维持在1.27

万亿元左右，较去年末有所减少，增速呈回落态势。1—9月份，轻工行

业规模以上企业产成品（存货）1.26万亿元，同比增长2.4%。与去年末比，

产成品减少0.06万亿元，增速回落5.9个百分点。

主要轻工行业中：家具、造纸、玩具、自行车等行业产成品（存货）

同比下降。



四、对全年工业运行趋势展望



我国国民经济潜在增长速度与经济周期分析

（一）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机制及其分析

• 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到

1976年共经历了5次波动；第二阶段从1978年到2023年间共经历了8次波

动，现在正处于第8次经济周期的上升期。两个阶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环境有较大的差异，特征变化也较大。特别是1978年以来引起短期经济波

动的原因来自经济运行本身特有的规律，以及相应的经济环境及宏观经济

政策而造成的。这就为把握经济循环波动的一般特征提供了可能。



改革之前 改革之后
周期序号 年份 GDP增长率（%） 周期序号 年份 GDP增长率（%）

1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5.6
4.2
6.8
15.0
5.1

1（总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7.6
11.7
7.6
7.8
5.2

2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21.3
8.8
-0.3
-27.3
-5.6

2（总7）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9.1
10.9
15.2
13.5
8.8

3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0.2
18.3
17.0
10.7
-5.7
-4.1

3（总8） 1987
1988
1989
1990

11.6
11.3
4.1
3.8



改革之前 改革之后

周期序号 年份 GDP增长率（%） 周期序号 年份 GDP增长率（%）

4 1969
1970
1971
1972

16.9
19.4
7.0
3.8

4（总9）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9.2
14.2
13.5
12.6
10.5
9.6
8.8
7.8
7.1

5 1973
1974
1975
1976

7.9
2.3
8.7
-1.6

5(总1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8.0
7.3
8.0
9.3
9.3
11.4
12.7
14.2
9.7
9.4



改革之后

周期序号 年份 GDP增长率（%）
6（总11）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9.4
10.6
9.6
7.9
7.8
7.4
7.0
6.8
6.9
6.7
6.0
2.3

7（总12） 2021
2022
2023

8.4
3.0

5.4(y)



1953年—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GDP增长速度

-30.0

-20.0

-10.0

0.0

10.0

20.0

30.0

19
53

19
56

19
59

19
62

19
65

19
68

19
71

19
74

19
77

19
80

19
83

19
86

19
89

19
92

19
95

19
98

20
01

20
04

GDP增长速度



0

2

4

6

8

10

12

14

16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1978年-2022年GDP增长速度













• 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的新阶段

•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已进入新阶段有两个含义：一是以改革前后作

为两大阶段相比，改革之后的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二是与改革之后35年已经发生的周期波动相比，自18大以来的周

期波动又将进入更新的阶段。



经济增长波动的体制与政策原因

1、体制变革的冲击

• 经济增长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下实现的，体制变动成为经济增长波动

的重要原因，在某些阶段甚至超过了外因，起着决定性作用。

2、经济结构的调整

• （1）产业结构的确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基础，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

健康发展基本保证。

• （2）经济结构调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当前新的形势下，结构

调整成为经济增长主要途径。



中国经济增长率出现下降趋势

• 2007年增长速度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4.2%，

• 2008年增长速度出现较大幅度下降，降至9.6%，

• 2009年GDP为33.5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7%，

• 2010年GDP为39.8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3%，

• 2011年GDP为47.1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2%，

• 2012年GDP为51.9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8%，

• 2013年GDP为56.8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7%，

• 2014年GDP为63.6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4%，

• 此轮经济增速下滑是我国经济中长期增长阶段的转变还是短期经济波动？



• 自2012年以来，我国潜在增长速度呈现逐步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

是全要素生产率难以大幅度提高。

• 一是短时期内技术水平难有大的突破和提高。

• 二是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有所减弱。一般情况下，城镇化过程中劳动

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再配置带来的整体生产率上升，是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来源。但我国农村可转移劳动力数量出现下降

趋势。

• 三是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效应减弱。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

经济活力，提高了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然而随着改革难度加大，市场

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



• 潜在增长率从2007年就开始下降。

• 自我国经济增长速度2007年达到近期的最高点以后，潜在增长率就开

始小幅放缓，“十一五”时期年度潜在增长率已回落至9%左右。2007年

是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变化的转折点。

• 也有人认为，潜在增长率在“十二五”时期开始下降。我国经济已经

处于高增长阶段的后期，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预示着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

下降。“十二五”时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将明显下降，但“十二五”时期也

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节点，我国经济将步入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

的新阶段。



• 还有人认为2015年是进入增长速度回落的时间窗口，经济的潜在增长

率下一个较大台阶。

• 更有人认为，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时间窗口难以预测。经济潜在增长率

主要取决于劳动人口的增长率和单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此外，经济潜

在增长率还受到很多不可计量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如体制改革、技术

进步、管理改善等。

• 总体上看，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的幅度约为1-2个百分点。

• 经济潜在增长率2001-2010年为9%左右，2001年-2015年的经济增长率

在8％左右，潜在增长率将按1个百分点的速度缓慢下降，即：



• “十五”时期（2001--2005年）潜在增长率年均增长9%左右；

• 2006年～2015年的增长潜力将达8.5%左右；

• “十一五”时期（2006年-2010年）维持在年均增长8%左右；

• “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至7%—8%的增长区间；

• “十三五”时期（2015—2020年）增长速度下降到7%左右。

• 进一步预测2020—2030年潜在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至5%—6%。

• 特别，在进入“十四”时期之后，人们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速进行了初探，“十四

五”期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在5.5%左右，这一潜在增速偏低。

• 更进一步，测算“十四五”开始到2035年的15年时间段内潜在增长率应该接近5%，

才能保证中国经济总量或人均GDP再翻一番。



• 更有可比性的速度，是两年复合在一起。2020年和2021年两年增速复

合在一起平均是5.2%，和2019年的6.0%速度相比，又下降了近一个点；

2022年增长速度3%，预测2023年达到5.4%，两年的复合平均增长率仅仅我

4.2%，仍然不是理想的中高速状态，不符合我们这15年的保证速度诉求，

即使近三年平均也才5.6%。

• 在2020年-2035年间，“十四五”的速度重心可能是最高的，“十五

五”、“十六五”速度重心有可能往下落。我们在“十四五”如果要争取

平均为5.5%-6%的增速区间，也就意味着2024年和2025年的增长速度接近

6%；“十五五”如果落到5.5%以下，不要击穿5%；“十六五”如果落到

5%以下，不要击穿4.5%；这样15年算总账，保证速度就达到了。



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

与“五年规划”的作用



• 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为未来进一步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

体制基础、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成功开创了一条正确道路，这对于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根本性意义，同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

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 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看，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特点：我国

改革开放是持续不断的，其中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出现三次改革高潮：

• 第一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80年代中期；

• 第二次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90年代中后期；

• 第三次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进程中，

特别是在三次改革高潮中，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

• 一是中央高层决策、自上而下发动领导组织和全党全民广泛参与、自下而上实践探索创新相结合，

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 二是理论上突破传统教条束缚和实践上突破传统体制束缚相结合，两个方面相互转化，相互推进。

• 三是经济基础领域改革和上层建筑领域改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 这40年，我国的经济周期，不是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出现周

期性经济衰退（连续两个季度GDP负增长），而是表现为经济增长速

度高低的变化。40年来我国从未出现过经济负增长，这可以说也是中

国经济奇迹的一个特点。



• 取得经济发展奇迹的根本动力是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80年代改革，首先从农村取得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允许和鼓励个

体、私营经济发展，建立4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城市率先开放，带来

了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 又如，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

标，并加快改革和扩大开放，这使我们冲破了80年代末西方国家的经

济贸易制裁，推动经济重新进入快车道。



• 再如，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

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随后改

革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深入展开，同时以“一带一路”为

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使我们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

低迷和国内“三期叠加”及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复杂环境中，保持了经

济平稳发展，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进一步增强。



• 另一重要因素是：实施正确宏观调控政策。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建立，调控方式不断完善，对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

例如，1993年伴随经济高速增长产生了严重通胀，中央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及

时推出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行政手段的宏观调控政策，促使经济增长速度和物

价上涨幅度逐步回落，终于在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

又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重大冲击，中央及时转变宏观政策思路，

从“九五”计划要求逐年减少财政赤字，转为适当扩大财政赤字，通过发行国债用于基

础设施建设，增加投资以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很快取得成效，阻止了经济下滑。

再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防止经济下滑中也发挥

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近几年，面对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不利情况，中央及

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思路，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促使我

国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



• 70年辉煌成就的取得，其中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有连续的五年规

划。

• 我国连续制定和实施的五年规划，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方式和重要抓手，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中国发展

奇迹的取得，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国有一以贯之的长远发展战略，

以及为实现战略目标连续实施的五年规划。



• 五年规划历史经验的启示：

• 一是要防止经济发展大起大落。历史经验表明，由于经济周期规律的

作用，在经济高涨时期由于结构性矛盾的积累，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速放缓

是不可避免的。这时应当利用需求增长减缓、市场竞争加剧的压力，加大

改革和结构调整力度，推动企业和整个经济转型升级。

• 二是要高度重视和大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我们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

要摆正与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关系，坚持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

本质要求，防止资本过度流向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化。



• 三是保持投资适度规模和加强农业。我国几次经济调整和治理通

货膨胀，都是由于投资过度、粮食生产下降“双碰头”引起的。关键

是保持投资的适当增速和适度规模。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情况下，要

着眼于补短板、惠民生、增后劲，扩大有效投资。农业尤其是粮食生

产仍然是不应忽视的薄弱环节，始终要注意防止因农业生产的波动导

致经济全局的不稳。



• 四是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

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另一方面，地

方政府较多地介入经济活动，因而同宏观、全局的决策也就有可能产生矛

盾。所以在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同时，也要防止由于各个局部推动发展

而导致全局性结构严重失衡。

• 五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市场对资

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政府通过经济、法律手段和财政、货币政策对宏观

经济进行间接调控，才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减少因政府干预不当或宏观调控失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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