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经济稳中承压 效益结构有所改善
--2022 年规模以上工业效益分析

2022 年，面对国内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全市上下出台

系列惠企纾困帮扶政策，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承压态势。

一、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主要特点

(一)营收增速放缓，重点行业承压增长

2022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 8205 亿元，同比

增长 5.8%，增幅比上半年回落 5.9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35

个行业大类中，22 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为

62.9%。其中因，年末疫情影响，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

销售大幅度增加，医药制造业营业收入增长 8.7%，较上半年

提升 4.3 个百分点；在国家促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半等消

费政策带动下，汽车制造业营业收入增长 22.6%，较上半年

加快 3.0 个百分点，汽车行业带动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加速

发展，分别增长 7.1%、15.5%。但受主要化纤产品价格下行，

房地产行业市场低迷等影响，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营业收入增速较上半年分别回落 19.9 和 7.4 个百分

点。



图 1 2022 年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情况

（二）利润曲折回稳，装备制造快速增长

2022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 540 亿元，同比下

降 7.4%，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3.3 个百分点。其中，16 个行

业大类利润总额增长，行业增长面 45.7%；17 个行业大类利

润总额比上半年增长加快或降幅收窄。其中，专用、通用设

备等中游装备制造业受汽车制造业、光伏产业等红利影响实

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5.7%，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 7.0

个百分点。而上游原材料制造受石油、钢铁等大宗商品涨价

拖累，利润同比下降 7.1%，下拉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利润 1.9

个百分点；下游消费品制造业受纺织业、化学纤维业影响，

下滑最为明显，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28.6%，下拉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利润 11.1 个百分点。



图 2 2022 年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情况

（三）产成品存货增长趋缓，企业经营效率稳步改善

随着促消费等举措加速落地，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增幅

明显回落。12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存品存货 769 亿元，

同比增长 20.5%，增幅比 6 月末回落 7.7 个百分点。其中，

造纸和纸制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下降 5.2%，比 6 月末回落

160.9 个百分点；家具制造业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长 6.1%，增

幅比 6 月末回落 44.9 个百分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 13.9%，增幅比 6 月末回落 40.4 个百分

点。企业资金使用效率提升，经营效益有所改善。全年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 7.3%，较 6 月末提高 0.8 个

百分点。

二、存在问题

（一）民营企业利润持续负增长



自 5 月份以来，民营企业利润持续负增长状态。2022 年，

实现利润总额 469 亿元，同比下降 7.8%，拉低全市利润增速

6.8 个百分点，利润降幅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 0.4 个百分

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0 亿元，同比增长

8.0%，两者相差 15.8 个百分点。

（二）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风险加大

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用工成本刚性上升、制

度性成本相互叠加，导致抗压能力较弱的小微企业生产经营

风险加大。2022 年，全市规模以上小微企业 4603 家，占规

模以上企业总数的 90.8%；营业收入增长 2.7%，低于全市平

均 3.1 个百分点。其中，990 家规模以上小微企业出现亏损，

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的 92.2%，亏损面 21.5%，高

于全市平均 0.3 个百分点。

（三）企业产能水平未完全恢复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四季度接到

的产品订货量低于正常水平的企业占 23.9%。受此影响，四

季度调查企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为 81.1%，较上年同期回落 1.9

个百分点。35 个行业大类中，低于全市平均的行业 17 个，

占比达 48.6%。

三、对策建议

（一）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提

高企业效益。另一方面密切监测大宗原材料市场供需和价格

变化，做好能源、原材料保供稳价工作，畅通物流，有效降

低企业生产成本。

（二）缓解企业经营压力

企业生产经营恢复仍需时间，要继续加大惠企纾困帮扶

力度，继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政策支持，将减税降费作为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抓手，加强银政企合作力度，搭建融

资平台，降低融资成本，切实为中小企业纾困解难。

（三）加强企业培育提升

坚持抓龙头、铸链条、建集群,努力引进一批大项目、

好项目，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部门联动助

推升规纳统工作，对已建成投产的企业加强监测，达到上规

要求尽早纳统，从而有力助推工业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