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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国轻工行业经济运行报告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2022 年，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及接续措施进一步加力

提效，轻工业经济总体延续复苏态势。主要表现在：产需总

体保持平稳。2022 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4%，轻工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0.4%。盈利水平继续改善。

2022 年规模以上轻工企业实现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5.4%；

实现利润增长 8.2%。轻工商品出口稳定增长。2022 年轻工

商品出口额 9535.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2%。投资规模持

续扩大。2022 年主要轻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上年稳步

恢复的基础上继续扩大。食品工业作为轻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的“压舱石”作用明显。

但受疫情冲击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轻工业经济恢复进

程有所放缓，部分行业增加值、消费、出口仍为负增长，轻

工企业生产经营继续承压。下阶段，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把发挥政策效力和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结合起来，大力提振市

场信心，积极扩大国内有效需求，推动 2023 年经济运行整

体好转。

一、经济运行走势

（一）经济总量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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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增加值：2022 年，轻工业生产总体保持平稳，规模

以上轻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4%，增速低于规模以上工业

增速 1.2 个百分点，低于制造业增速 0.6 个百分点。其中，

食品工业增加值保持平稳增长，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

酒饮料精制茶制造增加值分别增长 0.7%、2.3%、6.3%（见表

1）。

表 1 2022 年主要轻工行业增加值增速情况

行业名称 12 月增速（%） 1-12 月增速（%）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1.3 3.6

其中：制造业 0.2 3.0

轻工行业总计 -2.0 2.4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3.4 6.3

食品制造业 -0.1 2.3

农副食品加工业 -2 0.7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8 -0.4

造纸及纸制品业 -3.4 -0.6

文教,工美,体育,娱乐用品制造业 -13.6 -2.6

家具制造业 -13.5 -6.7

产品产量：2022 年，太阳能电池、食品添加剂、燃气热

水器、电动自行车、酒精、家用洗衣机等 24 种产品产量比

上年增长。其中：太阳能电池产量增长 46.8%。

（二）消费需求旺盛

国内市场方面：

2022 年，轻工消费市场整体继续保持增长，轻工十类商

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0.4%，高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速 0.6

个百分点（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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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消费增势较好。2022 年，

粮油食品、饮料类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分别增长 8.7%、5.3%；

文化办公用品增长 4.4%，增速均明显高于商品零售整体水

平。

线上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保持较快增长。2022 年，在实

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吃类、用类商品比上年分别增长

16.1%、5.7%。

表 2 2022 年轻工 10 类商品零售情况

12 月 1-12 月

同比增长（%） 同比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8 -0.2

轻工 10 类商品零售额 -5.2 0.4

粮油、食品类 10.5 8.7

饮料类 5.5 5.3

烟酒类* -7.3 2.3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12.5 -6.5

化妆品类 -19.3 -4.5

金银珠宝类 -18.4 -1.1

日用品类 -9.2 -0.7

家用电器音像器材 -13.1 -3.9

文化办公用品类 -0.3 4.4

家具类 -5.8 -7.5

国际市场方面：

1.出口交货值：轻工规上企业出口形势呈恢复性增长，

2022 年累计完成出口交货值比上年增长 2.4%。

2.海关出口：2022 年，轻工商品累计出口额 9535.4 亿

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26.5%，比上年增长 4.2%。轻工商

品出口在 2021 年高基数基础上继续保持了稳定增长。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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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能快速成长：2022 年太阳能电池、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

品出口增速均超过 60%（人民币计价增幅）。

据海关总署网站公布的数据，2022 年，轻工 8 种重点商

品累计出口额 4830.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4%。其中：塑

料制品出口 1078.1 亿美元，增长 9.3%、家用电器出口 855

亿美元、家具出口 696.8 亿美元。箱包、鞋靴出口增速超过

20%（见表 3）。

表 3 2022 年主要轻工商品出口情况

商品名称
出口额

(亿美元)

1-12 月

增速%

全国出口总值 35936.0 7.0

轻工重点商品合计 4830.4 2.4

塑料制品 1078.1 9.3

家用电器 855.0 -13.3

家具及零件 696.8 -5.3

鞋靴 575.8 20.4

玩具 483.6 5.6

灯具、照明装置及零件 460.7 -6.1

箱包及类似容器 355.7 28.2

陶瓷产品 324.8 6.4

注：此表根据海关总署网站统计快讯数据整理。

（三）生产经营稳中有升

2022 年末，轻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为 12.3 万个，全

年实现营业收入 24.0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4%。

（四）盈利水平提升

随着促消费扩内需政策持续显效，市场需求有所回升，

轻工行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行业活力增强。2022 年，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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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轻工企业实现利润 1.53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8.2%，营

业收入利润率为 6.4%，比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

表 4 2022 年轻工主要行业营业收入与利润情况表

行业 营业收入增速（%） 利润增速（%） 利润率（%）

规模以上工业 5.9 -4.0 6.1

制造业 4.5 -13.4 5.4

轻工行业总计 5.4 8.2 6.4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4.9 17.6 18.4

家具制造业 -8.1 7.9 6.2

食品制造业 4 7.6 8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0.4 3.3 5.4

农副食品加工业 6.5 0.2 3.3

文教,工美,体育,娱乐用品制造业 -1.9 -2.2 5.3

造纸及纸制品业 0.4 -29.8 4.1

注：按轻工行业利润增速降序排序。

（五）食品工业“压舱石”作用明显

食品工业三大行业（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酒饮料

精制茶制造）营业收入、利润占轻工业的比重均超过 40%。

2022 年，食品工业产需持续恢复、投资及利润保持较快增长，

市场发展预期继续改善，食品工业作为轻工业平稳运行的

“压舱石”作用明显。

生产：2022 年，食品工业生产增长平稳，生活必需品供

应保障充足。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酒饮料精

制茶制造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0.7%、2.3%、6.3%。

消费：2022 年，基本生活消费稳定增长，限额以上单位

粮油食品类、饮料类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分别增长 8.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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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2022 年，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27.2%，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15.5%、

13.7%。

利润：2022 年，规模以上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利润比

上年增长 17.6%、食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7.6%、农副食品加

工业利润增长 0.2%。

（六）投资规模继续扩大

2022 年主要轻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上年稳步恢

复的基础上继续扩大。除造纸行业外，轻工主要行业投资均

保持两位数较快增长，且增速高于全国及制造业投资增速。

酒饮料精制茶、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投资增速超

过 20%（见表 5）。

表 5 2022 年主要轻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情况

行业名称
1-12 月

同比增长（%）

全国总计 5.1

其中：制造业合计 9.1

农副食品加工业 15.5

食品制造业 13.7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27.2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24.1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9.6

家具制造业 13.2

造纸及纸制品业 8.3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7.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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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

（一）供给冲击，成本上升、部分轻工行业利润下降

轻工企业构成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消费品市场竞争激

烈，受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高位震荡影响，2021 年原材料

出厂价格涨幅为 15.8%，在此基础上，2022 年原材料出厂价

格比上年上涨 10.3%，中下游行业成本压力继续加大。2022

年轻工行业营业成本比上年增长 5.9%，部分行业营业成本涨

幅较大。由于市场消费端难以消化成本的快速上涨，部分轻

工行业利润下滑。2022 年，轻工规上企业亏损面近 20%，主

要轻工行业中，造纸、塑料制品、照明器具、轻工机械、玻

璃陶瓷制品、日用化学产品制造等行业利润比上年下降。

（二）房地产市场下行，轻工相关行业压力增大

近年来，受多重因素影响，房地产市场出现下行态势。

2022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下降 10%，其中，住宅

投资下降 9.5%。房地产新开工施工面积比上年下降 39.4%，

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 24.3%。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对轻工

家具、家电、灯具、厨具、卫浴等家居类行业以及与房地产

相关的塑料细分领域产生影响，需求收缩压力较大。以家具

行业为例，2022 年家具行业商品零售、营业收入均为负增长。

2022 年家具零售额比上年下降 7.5%，营业收入下降 8.1%。

（三）产成品库存、应收账款金额大、增速高

2022 年末，轻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产成品存货比上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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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8.3%，应收票据及账款增长 16.4%。当前轻工企业产成

品存货、应收票据及账款仍处高位，库存的积压、应收账款

的增加会继续挤占企业现金流，制约工业企业生产修复的力

度空间。

（四）外需减弱，月度出口增速下滑

2022 年，虽然轻工商品累计出口额保持增长，但受国际

市场需求收缩等因素影响，轻工商品出口逐月放缓。自 2022

年 9 月份起，轻工商品月度出口已连续 4 个月同比下降。轻

工出口占比较大的商品如家用电器、文教体育用品、家具、

照明器具 2022 年出口均为负增长。

三、走势预判

202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要坚持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

和投资的关键作用。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

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

乡居民收入，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

我国轻工产业体系完备，配套能力强，市场化程度高。

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持续发力，中国经济回稳

向好基础将不断得到巩固，轻工业韧性好、发展稳、潜力大

的优势将持续显现。预计 2023 年轻工行业经济运行延续恢

复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 2022 年。

四、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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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稳字当头，促进行业平稳健康运行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坚持绿色生态发展，坚持数字智

能提升，用好用足国家政策，努力保持全年轻工业经济平稳

运行。

（二）加强规划引领，推动轻工业高质量发展

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要求，从

产业链、品牌竞争力、科技创新力等多个维度助力轻工业增

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推进产

业基础高级化，推进产业链现代化，以高质量供给促进品质

消费。

（三）加大创新支持力度，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改

立足于加强政策支撑和措施保障，支持轻工重点行业建

立全国性重点实验室，开展基础研究和原始技术创新，补齐

轻工业发展短板弱项，构建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

更可持续发展的现代轻工产业体系。

（四）建立上下游价格协调机制

做好上游原料保供稳价，引导建立合理的价格传导机

制，保护下游产业发展积极性。建立终端市场需求指数发布

机制，通过信息公开，抑制投机炒作，促进行业平稳健康发

展。

（五）营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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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产业环境，稳定企业发展。支持

东部地区因土地等因素发展受限的企业，有序向中西部地区

转移，支持西部地区有效承接。用好 RCEP 政策，实现区域

化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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