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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平稳增长 后劲不足亟需关注

—2015 年工业运行情况分析

2015 年我区工业生产在较高平台上实现平稳增长，产值规

模重上千亿元台阶，但是增长的表象下存在着发展后劲乏力等隐

忧，宜高度关注，以长久之计应对。

一、工业运行情况

（一）生产稳中有升，产销衔接良好

2015 年，辖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产值 1010.92 亿

元，同口径（下同）增长 7.7%；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

175.44 亿元，增长 8.0%，产值和增加值增速分别比上年同期提

高了 1.2 个和 2.0 个百分点。我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自 2011 年

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后，已连续四年呈现小幅上涨态势，产值增速

四年来保持在 6.5%-8.1%的上涨区间，工业经济进入低速增长的

新常态。我区工业生产保持平稳增长的同时，工业品产销形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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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季产销率均达到 99.9%以上的较好水平。全年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销售产值 1010.24 亿元，增长 8.0%，工业品产销率

为 99.9%。

图 1 2012-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

（二）重点行业主导作用突出

我区规模以上工业涵盖超过 10 个行业大类，主导产业继续

保持较好增长态势。全年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产业呈现快速增长，累计完成产值 783.82 亿元，增长 13.8%，

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的 77.5%，比重比上年提高 3.8 个百分点。

全年生产微型计算机 839.92 万部，比上年增长 3.6%；半导体集

成电路 647076 万块，比上年增长 26.8%，增幅比上年提高 27.0

个百分点。电子行业作为我区工业重点扶持的支柱行业，经过多

年发展已初具规模，形成相对配套的产业链，引领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发展提速，为经济增长做出了较大贡献。

- 2 -



表 1 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行业分布情况

行 业 工业总产值（亿元） 增速（%） 占比（%）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783.82 13.8 77.5

通用设备制造业 48.22 5.7 4.8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37.31 3.7 3.7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6.62 -10.8 2.6

工艺美术品制造 23.96 0.8 2.4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20.69 9.3 2.0

其他行业 70.24 -28.5 7.0

合计 1010.92 7.7 100

（三）结构持续向高端化挺进

工业内部结构显示，我区工业呈现产业高端化的趋势。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中，先进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858.15 亿元，增

长 10.3%，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速高出 2.6 个百分点，

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84.9%；高技术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839.25 亿元，增长 9.5%，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速高出

1.8 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83.0%。先进制造业和高

技术制造业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工业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 3 -



图 2 规模以上工业先进制造业行业分布情况

图 3 规模以上工业高技术制造业行业分布情况

（四）重点企业支撑作用显著

我区规模以上工业大中型企业 43 家，占总数的 42.6%。大

中型工业企业全年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 958.20 亿元，占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94.8%，有力支撑全区工业保持稳定

增长。在大中型企业中，产值超 10亿元企业 13 家，实现工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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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 920.31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91.0%，直

接主导着全区工业经济的发展趋势。

（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较薄弱

我区已有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46家，完成工

业总产值 260.52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

25.8%，下降 7.2%，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速低出 14.9

个百分点。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完成工业总产值 80.98 亿元，

二、存在问

下降 10.1%，占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的 31.1%，战略性新兴产

业基础仍较薄弱，对工业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强。

题

（一）民营企业规模小，发展后劲不足

我区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共 43 家，占辖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总数 42.6%，实现工业总产值 85.70 亿元，下降 16.2%，增速比

上年同期减少了 30.5 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为 8.5%，占比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0.2 个百分点。从民营企业发

展来看，其规模上处于明显弱势，发展不稳定，竞争力相对较弱。

（二）工业品出口形势严峻

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持续下降，全年出口交货值下降

7.7%，全年累计增速处于下降状态。分行业看，出口交货值增长

的大类有 5个，下降的有 9个，其中，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出口交货值下降 6.6%，增速比上年同期减少 24.1 个

百分点，降幅最大的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下降 19.4%，增

速比上年同期减少 24.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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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5 年出口交货值增速

（三）产品升级缓慢，科研投入不高

工业生产存在着结构性失衡，除了部分传统产业存在一定的

产能过剩之外，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不均衡，工业企业的生产在

一定程度上不能满足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我区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有 R&D 研发活动的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比重不足

30%，有 R&D 研发活动的企业支出额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

重不足 1%。企业自身研发投入的经费仍然较低，核心技术和主

要零部件仍依赖进口，经过国内企业加工组装成国际品牌再出

口，企业实际上为加工组装性质的企业，企业自主知识产权、自

主品牌、核心技术含量的比例较低。

（四）新增动力不足，企业外迁压力较大

规模以上工业增量不足，仍然是工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从

2013 年-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新入库企业 6家，增加工业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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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29.29 亿元，年均工业总产值增幅不足总量的 1%。新入库的

工业企业总量小，发展不稳定，对工业整体拉动力较弱。同时，

2013 年至 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搬迁、转产、停产和清算的

共 44 家，减少产值 59.16 亿元。这种结构调整带来生产总量的

萎缩，工业企业外迁压力较大，新增动力不足。

三、对策与建议

（一）顺应经济发展阶段规律，保有适度规模的工业经济

“十二五”以来，我区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从 89.54％提高

到 93.36％，第二产业从 10.42％下降到 6.59％。从经济学角度

来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超

过第一、二产业，最终形成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这种

演变趋势是合乎规律的。但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规律看，失去

了工业支撑后的服务经济终究有如无源之水，最终可能陷入产业

“空心化”，这种情况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加大对“四高两低”工业企业的服务力度

经过近几年工业企业的外迁和淘汰置换，留存企业基本属于

“四高两低”（高集聚性、高成长性、高收益性、高附加值、低

污染、低消耗）企业。对“四高两低”的工业企业，区政府应在

优惠政策上，要加大对其倾斜；在资金扶持上，要加大对这些企

业的扶持力度；在信息支持上，要尽可能多的提供有利企业发展

的信息；在知识产权保护上，要加大保护力度；在国际合作上，

要起好牵针引线作用。

（三）引导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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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心区土地、资源与环境容量的局限，发展知识密集度

和产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低的高科技产业是必然趋

势。因此，要加大力度把拓展“头脑产业”的工业总部经济提到

优先发展的突出位置上来，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放大效

益、乘数效应与辐射效应。政府应积极推动现代工业和高端生产

性服务业的互动，注重培育本土工业总部研发机构，进而为促进

福田现代工业向产业链高端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形成具有比

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提高福田经济发展的质量、

效益，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撰稿：莫卓

温馨提示：更多内容请参阅《福田政府在线》网站的区统计局网页中“统
计公报”栏目。网址 http://www.szft.gov.cn/ft/zfbm/tj/ztlm/tjgb/]
报：区四套班子成员、市统计局
发：各街道办事处、区直各单位
区统计局办公室办公地点：区委大楼 2509 室
核发：刘 宏 编审：杨晓波 责任编辑：祝建军
电话：82918333-2522、82918133 传真：82928024
电子邮箱：ftqtjj@szft.gov.cn 福内刊准字 FN 第 007 号

（共印 100 份）

- 8 -

http://www.szft.gov.cn/ft/zfbm/tj/ztlm/tjgb/
mailto:fttj@tj.szft.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