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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近年来工业增长与技术进步的基本情况和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尽管工业增

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整体上呈现出增速下降的趋势，但工业企业的整体盈利状况较为稳定；从具体的

产业结构角度来看，工业增加值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情况最为严重的行业集中在采掘业；支

撑工业产出增长的关键性行业中，与历史同期相比，工业增加值增速总体上并未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且行业内企业的盈利状况整体上略有改善；最后，无论是从工业整体还是支撑工业产出增长的关键性

行业来看，生产率并未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改善趋势。

一、工业增长与企业经营的整体情况

1.工业产出增速整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
自 2013年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整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今年 8月份，我国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速为 6.9%，虽然比 2008年 11月和 12月 5.4%和 5.7%的增速略高，但是仍为 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
平。尽管 9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回到 8%，但从总体的变化趋势来看，增加值增速呈明显的下降趋
势。图 1展示了自 2013年 2月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以及累计同比增速的基本情况。从图中可
以看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在 2013年基本维持在 9%以上的水平，在个别月份甚至超过 10%（8-11
月）；2013年 12月，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为 9.7%。2014年以来，工业增加值的累计同比增速在
图形上出现了明显的下浮，数值始终处于 9%以下；截至今年 9月，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为 8.5%，
较去年同期下降 1.1个百分点。

图 1工业增加值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工业的三个基本的构成行业来看，采掘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速

出现了大幅下降；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降幅相对较小。从图 2可以看出，从 2013年 6月至
2014年年 3月，采掘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从 7.3%下降至 3.3%，之后虽略有回升，但仍未恢复 2013
年不低于 6%的增速水平。2014年 9月与 2013年同期相比，采掘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降幅达到 1.9
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增加值在 2013年下半年增速有所回升，但 2014
年以来基本呈现出下降趋势。2014年 9月与 2013年同期相比，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降幅达到 3.7百分点。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的变化趋势则相对比较平稳。
2013年 6月，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为 10%，截至当年 12月份上升至 10.5%；2014年 2月，该
行业增加值增速为 9.8%，而截至今年 9月份，增速回落至 9.6%。与 2013年相比，今年制造业增加值



增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幅度较小。与去年同期相比，2014年 9月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
下降 0.7个百分点。

图 2工业下属三个国民经济门类的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降
采掘业和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使得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整体上呈现出

下降趋势。2012年 1月，采掘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固定资产投资累
计同比增速分别为 22.87%、24.66%和 14.81%，而 2014年 9月，采掘业和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
同比增速分别下降至 3.6%和 13.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则为
17.5%。图 3描述了 2012年以来采掘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固定资产
投资累计同比增速的变化趋势。从中可以看出，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呈现出下降趋势，在 2012年 1月
至 2014年 9月之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下降 10.86个百分点；采掘业投资增速在 2013年初由
13.2%下降至 2.7%后于 2014年 3月再次回升至 12.1%，但从今年 4月份起持续快速下降，整体降幅达
到 19.27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除在 2014年初出现较
大程度的下滑之外，其余时期则基本稳定在 15%左右上下波动。

图 3工业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3.企业盈利情况基本稳定



在工业增加值增速放缓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下降的同时，工业企业的整体盈利状况基本保

持稳定。

首先，从利润率来看，今年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与前两年相比并未出现较大程度的改变。图

5展示了 2011年至 2014年 9月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的基本情况。2011年，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
润率基本保持在 6%以上。2012年起，利润率有所下降。当年 1月和 12月，主营业务利润率分别为
5.02%和 6.07%，较 2011年的 6.03%和 7.29%分别下降 1.01和 1.22个百分点。此后，工业企业主营业
务利润率始终保持在 5%至 6%之间上下浮动，且在各年之间的分布基本一致。2014年 9月，工业企业
主营业务利润率为 5.52%，与去年同期相比高出大约 0.02个百分点，几乎处于相同水平。

图 5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其次，亏损企业数的累计同比增速以及亏损企业占全部工业企业的比重与去年相比并未出现较大

的差异。从亏损企业数的累计同比增速来看（图 6），与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下滑相对应（参见
图 5），2012年亏损企业数急剧上升，亏损企业数累计同比增速在 25%上下波动，但从 2013年起，这
一数据基本在 4%以下浮动。1工业亏损企业占行业企业总数的比重自 2012年以来也非常稳定。由图 4
可知，2011年 1月至 2011年 12月，工业行业亏损企业数占行业企业总数的比重呈现出由年初的
15.87%至年底的 9.35%的下降趋势。2012年，这一指标在 1月和 12月分别为 20.38%和 11.54%，2013
年则为 20.68%和 11.87%，而无论从数值还是图形的变化趋势来看，亏损企业比重在各年的相应月份
都非常接近。2014年 1月，亏损企业比重为 20.86%，仅比 2013年 1月高出 0.18个百分点。截至今年
8月份，工业行业亏损企业比重为 14.85%，比去年同期低 0.86个百分点。

图 3工业亏损企业数累计同比增速（%）

1 2013年后，仅有 2013年 3月和 12月超过了 4%。这两个月工业亏损企业数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 4.39%
和 4.27%。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图 4工业亏损企业占行业企业总数的比重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根据工业亏损企业数和企业总数计算得到。

二、工业增长与企业经营的结构性分析

1.工业行业的增加值贡献率
为了进一步从工业产业结构的角度对工业增长状况进行分析，本文首先从二分位工业行业的角度

测算了各行业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并按照贡献程度的大小对这些行业进行了排序。由于 2007年后
只能获得分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速数据，而无法直接获得行业层面的工业增加值数据，因此这里的分

析首先以 2007年各行业增加值数据和之后各年工业增加值增速数据为基础测算了分行业的工业增加值，
然后对各工业行业增加值贡献率进行了进一步的计算和排序。

表 1各工业行业的增加值贡献率（%）
排序 行业 2009-2013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1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075 0.033 0.070 0.074 0.081 0.078
2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071 0.082 0.064 0.067 0.075 0.081
3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067 0.102 0.095 0.060 0.039 0.071
4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061 0.059 0.067 0.059 0.056 0.063
5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059 0.067 0.055 0.049 0.066 0.069
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58 0.058 0.059 0.061 0.055 0.058
7 通用设备制造业 0.054 0.046 0.064 0.060 0.042 0.046
8 农副食品加工业 0.046 0.059 0.041 0.043 0.058 0.042
9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044 0.045 0.033 0.037 0.051 0.059
10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0.043 0.040 0.050 0.049 0.033 0.039
11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042 0.032 0.046 0.050 0.043 0.025
12 专用设备制造业 0.035 0.033 0.038 0.043 0.028 0.027
13 金属制品业 0.034 0.024 0.032 0.034 0.034 0.036
14 纺织业 0.033 0.032 0.030 0.023 0.046 0.034
15 医药制造业 0.027 0.027 0.021 0.027 0.032 0.031
16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027 0.029 0.030 0.024 0.027 0.029
17 饮料制造业 0.020 0.022 0.016 0.023 0.022 0.019
18 烟草制品业 0.020 0.019 0.019 0.021 0.022 0.017
19 食品制造业 0.019 0.021 0.017 0.021 0.021 0.018
20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0.017 0.017 0.019 0.021 0.014 0.014



21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017 0.020 0.013 0.015 0.022 0.018
22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015 0.015 0.015 0.016 0.014 0.014
23 造纸及纸制品业 0.014 0.015 0.016 0.015 0.013 0.013
24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0.013 0.012 0.015 0.012 0.013 0.013
25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012 0.002 0.012 0.011 0.012 0.012
26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0.011 0.011 0.013 0.012 0.010 0.010
27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010 0.015 0.007 0.010 0.014 0.009
28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009 0.023 -0.001 0.016 0.013 0.009
29 非金属矿采选业 0.008 0.009 0.008 0.010 0.006 0.008
30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0.007 0.004 0.008 0.010 0.005 0.002
31 家具制造业 0.006 0.004 0.007 0.006 0.006 0.006
32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0.006 0.005 0.006 0.006 0.006 0.007
33 化学纤维制造业 0.006 0.006 0.004 0.005 0.008 0.006
34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0.005 0.003 0.004 0.004 0.005 0.007
3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004 0.004 0.004 0.003 0.004 0.006
36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0.003 0.004 0.003 0.002 0.003 0.003
37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2
38 其他采掘业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数据来源：根据 CEIC数据库 2007年各工业行业增加值以及之后各年各行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数据计算。

表 1列举了 2009至 2013年我国二分位工业行业的增加值贡献率。其中，行业的顺序按照 2009至
2013年整个时期内各行业的增加值贡献率由高到低进行排列。2表格的第 3列给出了 2009至 2013年
整个时期内各行业的增加值贡献率，之后各列分别给出了各年的增加值贡献率。在该表中，汽车制造

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交通设备制造业合并为交通设备制造业予以呈现。此外，受数据缺

失的影响，采掘业中的开采辅助活动，以及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这两个行业的增

加值贡献率无法计算，故未在表 1中呈现。
从表 1的排序可以看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工业增加值贡献率最高的三个行业。2013年，这三个行业对工业增加值的贡
献达到 23%。工业增加值贡献率最高的前 10个行业中，有 9个行业属于制造业。在 2009-2013年这一
时期内，这 10个行业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达到 57.9%，而其中 9个制造业行业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为
49.2%，几乎占整个工业行业的一半。

2.基于工业产业结构对工业产出增长的进一步分析
在对增加值贡献率的结构性分析基础上，可以进一步从产业角度分析工业产出增长的结构性特征

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从 2分位工业行业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 8月份仅 15个行业的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与去年
持平（有色金属矿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或有所上升。这些行业在 2009至
2013年间的工业增加值贡献率为 29.8%。图 5列举了增加值累计增速上升的 13个行业。从中可以看出，
除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交通设备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有较为明显的提升外，其余产业

增加值增速的上升幅度比较平缓。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较 2013年 8
月仅提高了 0.1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另外三个增加值贡献率较高的行业——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下的汽车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以及通用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

较去年同期提高了 0.6、10.7和 1.1个百分点。

2 2009至 2013年整个时期内各行业的增加值贡献率通过 2009至 2013年间各行业增加值的变化量除以该
时期内整个工业行业增加值的变化量计算得到。



图 5同期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上升情况（%）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此外，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 8月份有 26个行业的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下降。其中，降幅较大的
行业主要集中在采掘业。图 6列举了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降幅在 2个百分点以上的 2分位工业行业。
这些行业在 2009至 2013年间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为 25.7%。从中可以看出，所有的采掘业的下属
行业都位于图 6之中，而且降幅最大的前 3个行业都属于采掘业。在这些降幅较大的行业中，对工业
增加值增长贡献较大的行业有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以及煤炭开采和

洗选业。这 3个行业 2013年工业增加值贡献率总和为 13.3%。

图 6同期增加值累计增速降幅情况（%）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工业增加值增速呈现出下滑趋势，但支撑工业产出增长的关键性行业

整体上增加值累计增速降幅并不非常明显。在上文的表 1中，本文依照工业增加值贡献率对行业进行
了排序。其中，排名前 10的行业对工业增加值的整体贡献达到 57.9%。而从这 10个行业的增加值累
计增速的变化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这些行业的增加值增速总体上来说并未出现特别大幅度的下降。

图 7对比了这 10个行业今年 8月份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和去年同期增速水平的对比情况。从中可以看
出，只有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增加值累计增速出现了较大幅度



的下降，降幅分别达到 4.2和 3.7个百分点；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及农副食品加工
业增加值累计增速同样出现了下滑，但降幅有Ƒ，分别为 1.3、1.8和 0.9个百分点；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与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增加值与去年同期持平；其他 5个行业的增加值增速与去年同
期相比则有ƒ不同程度的提高。ƓƔ以各行业 2013年的增加值贡献率为ƕ重进行平Ɩ，ƗƘ今年 8月
份与去年同期相比，这 10个工业增加值贡献率最高的行业的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仅下降了 0.3个百分
点。

图 7增加值贡献率最高的前ƙ个行业增加值累计增速的ƚ期比较（%）3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2.基于产业结构对工业企业盈利状况的进一步分析
尽管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支撑工业产出增长的关键性行业的盈利

状况与历史同期相比不但较为平稳，而且整体上呈现出改善的趋势。图 8呈现了增加值贡献率最高的
前ƙ个行业 2014年 8月的主营业务利润率与 2013年和 2012年同期对比的结Ɣ。从中可以看出，利润
率呈下降趋势的仅有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三个行业。

与去年同期相比，这三个行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分别下降了 0.11、0.18和 0.01个百分点，变化率分别
为 2.45%、4.22%和 0.80%，总体来说利润下降幅度并不是ƛ大。其余行业的主营业务利润与前两年同
期相比Ɩ呈现出上升趋势。其中，与去年 8月相比，主营业务利润率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的提升幅度为 0.51个百分点，在汽车制造业为 0.75个百分点，而在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
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 ƜƝƜƞ 个百分点。

图 8增加值贡献率最高的前ƙ个行业主营业务利润率的ƚ期比较（%）4

3 受数据本Ɵ的Ƒ制，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Ơơ分为汽车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交通设备制造业两个行

业而呈现。
4同 3。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从亏损企业比Ƣ来看，对工业增加值有较高贡献率的行业的盈利情况也在改善。图 9对比了 2014
年 8月、2013年 8月和 2012年 8月三个时期增加值贡献率最高的前 10个行业的亏损企业比重。从中
可以看出，只有农副食品加工业的亏损企业比重呈现出上升趋势。该行业三个时期的亏损企业比重分

别为 9.15%、9.56%和 9.93%。其余行业的亏损企业比重在今年 8月较去年同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其中，亏损情况改善程度最高的三个行业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交通设备制造业、计算机、

通信、其他电子设备化学原料以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014年 8月，这三个行业的亏损企业比重分别比
去年同期下降了 17.55%、10.37%和 7.35%。

图 9增加值贡献率最高的前ƙ个行业亏损企业比重的ƚ期比较5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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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技术进步的基本情况

1.工业 R&D支出ƣ度增速不高，但专利Ƥƥ量快速上升
工业 R&D支出ƣ度增速不高。图 10展示了 2008-2012年我国工业 R&D支出占主营业务收Ʀ的比

重。从中可以看出，在 2008年至 2009年之间该比重显Ƨ提高之后，其上升速度有较为明显的下降。
2009年，R&D支出ƣ度由 2008年的 0.61%上升至 0.69%，增长幅度达到 13.11%；2009-2011年之间，
工业 R&D支出ƣ度仅提高了 2个百分点；2012年，R&D支出ƣ度的增速虽然上升至 8.45%，但 2009
年以来年Ɩ增速仅为 3.72%。2009-2012年之间，工业 R&D支出占主营业务收Ʀ的比重年Ɩ增长 6%。

图 10工业 R&D支出比重的基本情况

数据来源：ƨ中国Ʃ技统计年ƪƫ。

但是，2008年以来，工业企业专利Ƥƥ出现了Ƭƭ的增长。2008至 2011年这Ʈ年，工业企业专
利Ƥƥ量分别增长 27.29%、36.61%、19.27%和 94.11%（图 11）。尽管在 2010年增速有所下降，但仍
然接近 20%的增速水平，并且在 2011年，工业专利Ƥƥ量几乎Ư了一ư。同一时期，工业Ʊ明专利Ƥ
ƥ量呈现出与专利Ƥƥ量相类Ʋ的增长趋势。2008至 2011年这Ʈ年，工业企业Ʊ明专利Ƥƥ量分别
增长 21.34%、43.95%、15.10%、85.93%。由于在这一时期，Ʊ明专利仅在 2009年Ƴ现了比专利Ƥƥ
总量ƴ快的增长，因此Ʊ明专利Ƥƥ占全部专利Ƥƥ的比Ƣ出现了Ƶ小的下降。2008年，工业Ʊ明专
利Ƥƥ量占专利Ƥƥ总量的比Ƣ为 35.86%，而 2011年，这一比重下降至 34.93%。

图 11工业专利Ƥƥ量的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与ƶƷƱ展统计数据库。

2.工业Ƹ动生产率和 TFP



2008年以来，我国工业行业生产率整体而ƹ并未出现较大程度的提升。
首先，由ƺ率提升所ƻ来的Ƹ动生产率的增长有Ƒ。图 12展示了 2007至 2012年之间我国工业Ƹ

动生产率和资本Ƹ动比的增长情况。其中，Ƹ动生产率以Ƽ位Ƹ动的工业ƽƾ产值来ƿ量，而资本Ƹ

动比则以固定资产和ǀ业ǁ数的比值来ƿ量。从中可以看出，Ƹ动生产率的增速在 2008至 2011年之
间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2011年，Ƹ动生产率较 2010年提高 14.92%。2007年至 2012年之间，工
业Ƹ动生产率年Ɩ增长 6.2%。但是，Ƹ动生产率的提高ǂ可能来自于ƺ率的提升，也可能来自于资本
ǃ化。从图 10可以看出，在 2008至 2012年间，工业Ƹ动生产率和资本Ƹ动比的增速Ǆ在ƒ较高的相
关性。在这一时期，工业资本Ƹ动比年Ɩ提高 6.73%。ƓƔ排除ǅ这一资本ǃ化趋势所ƻ来的Ƹ动生
产率的提高，由于ƺ率提升所ƻ来的Ƹ动生产率的提升幅度ǆ相对有Ƒ。

图 12工业Ƹ动生产率和资本Ƹ动比的增长

数据来源：根据 CEIC相关数据计算。

为了进一步ƴ加Ǉǈǉ分析工业生产率的增长，本文进一步在 2007至 2012年的 2分位工业行业
面Ǌ数据的基础上，使用 malmquist指数法对技术进步指数进行了测算。其中，产出数据选ǋ的是
工业增加值，资本和Ƹ动则分别用行业固定资产和年Ɩǀ业ǁ数来ƿ量。图 13展示了测算所得到
的工业行业的整体 TFP变化情况。

图 13工业行业 TFP变化的基本情况



malmquist指数法所测算的技术进步指数ƓƔ大于 1，则ǌǍƒ生产率的提升。但是，该指数
ǋ值小于 1并不ǎ然Ǐǐ技术Ǒ步。通常而ƹ，技术进步Ơǒ为是非可Ǔ的。在此前提下，造成
技术进步指标小于 1的原因可以理ǔ为，虽然各行业的技术进步都在进行，但是大部分行业技术
进步的速度Ǖ缓，从而影响了技术变化指数的ǋ值。从图 13可以看出，在 2008至 2012年间，工
业全要ǖ生产率的变化趋势与图 12中的Ƹ动生产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并且仅在 2009年和 2011
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提高，增长幅度分别为 4.6%和 7.7%；在 2008年和 2010年，TFP变化小于 1，
说明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速度整体上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2012年 TFP变化虽然大于 1，但生
产率的增长幅度仅为 2%。根据的测算结Ɣ，2007-2012年的平Ɩ工业 TFP变化指数仅为 1.002。
这说明这一时期工业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明显。

图 14增加值贡献率最高的前ƙ个行业 TFP变化的基本情况

工业增加值贡献率较高的行业同样未出现非常明显的生产率的提高。图 14列举了由 malmquist指
数法所测算增加值贡献率最高的前ƙ个行业的 TFP变化指数。从中可以看出，有一半的行业 TFP变
化指数小于 1，这说明这些行业的 TFP增长较为缓Ǘ。在其他 TFP变化指数大于 1的行业中，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指数为 1.022，交通设备制造业的指数为 1.004，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的指数为 1.017，通用设备制造业的指数为 1.012，而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的指数为 1.048。总
体上来说，这些行业的生产率并未出现显Ƨ改善的趋势。这ƙ个行业的平Ɩ TFP变化指数仅为 0.998。
这表明在这些支撑工业增加值增长的关键行业中，并未明显ǉ出现资源ǘǙƺ率上的结构性ǚ整和改

进的趋势。

3.高技术产业对工业产出增长和结构性ǚ整的影响
高技术产业Ǜ为我国的ǜ略ǝǞ产业，近年来保持ƒ比工业行业ƴ快的增长速度。2013年，全国

ǟ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为 11.7%，比ǟǠ以上工业要高出 2个百分点；该年，我国高技术
产业出ǡ交Ǣ值为 44236.1ǣǤ，同比增长 5.6%，与全国ǟǠ以上工业出ǡ交Ǣ值增速高出 1.0个百



分点；此外，2013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累计ǥ成投资 13419.83ǣǤ，同比增速为 21.6%，较全国ǟǠ
以上工业投资增速要高出 3.0个百分点。6

高技术产业Ǜ为研ƱǦ集ǧ产业，在研Ʊ投Ʀƣ度上的增速与工业企业相当，但知Ǩ产ƕǩ面的

增长速度Ǐ而要Ǘ于工业行业。高技术产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较高的研Ʊ投Ʀƣ度，这使得高技术产

业的 R&D支出ƣ度通常要显Ƨ高于其他行业。2010年、2011年和 2012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 R&D
支出ƣ度（R&D支出占主营业务收Ʀ的比重）分别为 1.30%、1.65%和 1.70%，大约是同期工业企业
研Ʊƣ度的 2ư。但是，从增长速度来看，2009年至 2012年，高技术产业 R&D支出ƣ度年Ɩ提高
6.39%，仅略高于工业企业 6%的增速。7在专利Ƥƥǩ面，2010年和 2011年，高技术产业专利Ƥƥ量
分别较上一年增长 29.90%、15.86%和 30.23%，而同期工业企业专利Ƥƥ量较上一年分别增长 36.61%、
19.27和 94.11%。8在这一时期，高技术产业的专利Ƥƥ增速要明显Ǘ于工业行业的专利Ƥƥ增长。

从ǟǠ上来看，高技术产业Ǫ未成为ƻ动工业行业Ʊ展的支撑性产业。图 15展示了我国高技术产
业主营业务收Ʀ占工业行业主营业务收Ʀ的比Ƣ。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比重在 2010年以来基本维持在
10%至 11%左右。这说明，一ǩ面，高技术产业在我国工业行业中的相对ǟǠ仍然较小，不ǫ以对工
业行业的整体Ʊ展起到关键性的Ǭ动Ǜ用；另一ǩ面，近几年来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Ʀ在工业行业

主营业务中的比重相当稳定，并未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Ǐ而较 2009年有所下降。这说明我国的工
业产业结构从技术构成上并未出现ǭ高技术产业进行产业升Ǯ的基本趋势。

图 15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Ʀ占工业行业主营业务收Ʀ比Ƣ

数据来源：由ƨ中国Ʃ技统计年ƪƫ相关数据计算。

Ʈ、总结

本文从工业产出、投资、盈利情况和生产率ǯǩ面对工业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基本情况和趋势进行

了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Ɠ下几个ǩ面：

首先，在工业增加值增速下滑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下降的同时，工业企业的盈利状况并ǰ有

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今年各月份的工业利润率以及亏损企业比重与 2012年和 2013年相比Ɩ未Ʊ生
较大Ǳǲ。

其次，在工业增加值整体增速下滑的ǳǴ下，支撑工业增加值增长的关键性行业增加值累计增速

降幅并不非常明显，并且这些产业的盈利状况与历史同期相比不但同样较为平稳，而且整体上呈现出

改善的趋势。

最后，无论是从工业整体来看，还是从支撑工业增加值增长的关键行业来看，生产率并未出现显

Ƨ改善的趋势，并未明显ǉ出现资源ǘǙƺ率上的结构性ǚ整和改进的趋势。

6 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40311/113233732.html。
7数据来源：ƨ中国Ʃ技统计年ƪƫ。
8参见图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