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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报告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2023 年，全国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认真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部署要

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坚决

筑牢制造业，工业经济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积极发挥稳经济大盘“压舱石”作用。

一、2023 年工业经济运行总体情况

（一）工业经济呈现稳定恢复态势。加大稳经济“组合

拳”落实力度，出台实施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推

动“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加快实施，支持制造业企业设备

更新和技术改造，着力提振消费，稳定工业产品出口。工业

生产企稳回升。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4.6%

（其中制造业增长 5.0%），较 2022 年加快 1.0 个百分点。其

中，一季度同比增长 3.0%，上半年增长 3.8%，前三季度增

长 4.0%，增速呈逐季回升态势。工业投资稳中有进。2023

年全国工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9.0%，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增速 6.0 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6.5%，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9.9%。企业效益持续恢复。2023 年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33.44 万亿元，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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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 1.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7.69 万亿元，

比上年下降 2.3%，降幅比上年收窄 1.7 个百分点，年内降幅

逐月收窄。工业出口降幅总体收窄。2023 年，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完成出口交货值 14.6 万亿元，比上年下降 3.9%（上

年为增长 5.5%），下半年以来降幅总体收窄。

（二）重点行业带动作用明显。2023 年，41 个工业大

类行业中 28 个行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口径，下同）比

上年增长。装备制造业支撑有力。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

值比上年增长 6.8%，对全部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接近五成。

其中，汽车行业增加值增长 13%，全年汽车产销均突破 3000

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 120 万辆，均创历史新高。电子行业

筑底回升，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3.4%，10 月份以来月度增速

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原材料制造业保持平稳增长。

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1%；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增长 8.8%，十种有色金属

产量增长 7.1%；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加值增长

8.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6%；受房地

产市场影响，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加值下降 0.5%。消费品制

造业稳步恢复。其中，轻工行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8%，耐

用消费品中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等产品产量增速超过 10%。

（三）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重点领域创新实现新突

破。C919 大型客机投入商业运营，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

达·魔都号”正式命名交付，国产体外膜肺氧合机（EC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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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注册取证。绿色低碳转型稳步推进。绿色新兴产业逐步

壮大，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累计创建国家级

绿色工厂5100家，2023年大宗工业固废利用量超过22亿吨。

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加快推动。累计建成 62 家“灯塔工

厂”，占全球“灯塔工厂”总数的 40%，培育 421 家国家级智

能制造示范工厂、万余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发展壮大。2023 年电信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

6.2%，软件业量效齐升，互联网行业稳步恢复。网络基础设

施不断夯实，服务能力持续升级，算力总规模全球第二。数

实融合全面深化，5G应用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71个，

工业互联网覆盖全部 41 个工业大类。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

能力不断提升。

（四）政策发力助力中小企业纾困发展。惠企政策红利

持续释放。2023 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超 2.2 万亿

元，其中制造业及与之相关的批发零售业新增减税降费及退

税缓费 9495 亿元，占比 42.6%。助企服务力度进一步加大。

组织开展中小企业服务月活动，深入开展“一起益企”中小

企业服务行动，汇聚和带动各类优质服务资源进企业、进园

区、进集群，服务机构累计服务中小企业 1247 万家。中小

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步伐加快。建立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

系，累计培育 12.4 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其中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达 1.2 万家。深入开展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等专项行动，促进优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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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工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2024 年，我国工业和信息化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依然

复杂严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深度调整，大国博弈、地

缘冲突、金融风险等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国内消费、投

资等内生动力不足，结构性周期性因素交织叠加，困难挑战

增多，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巩固工业经济持续恢复仍需

付出艰苦努力。一是有效需求不足制约工业生产扩张空间。

2023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 7.2%，两年平均增

速为 3.4%。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 3.0%，

增速较上年回落 2.1 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下降 9.6%，年内

降幅逐月扩大，对钢铁、建材以及家具家电等行业影响明显。

二是工业出口下行压力较大。2024 年全球经济复苏依然存在

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

预测 2024 年全球经济增速分别 2.9%、2.4%，贸易增长乏力，

部分发达经济体需求不振，外需改善程度有限；叠加贸易保

护主义抬头、地缘冲突加剧以及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等

外溢风险上升，出口拉动效应恐持续衰减。三是企业生产经

营仍存在不少困难。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比上年下

降 2.3%，企业亏损面为 21.6%，叠加市场需求不足影响，部

分企业修复能力减弱，对市场前景担忧情绪加重，避险倾向

上升，市场预期转弱趋向突出。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 2024

年国际油价将高于上年，大宗商品价格震荡态势仍存，工业

企业成本或将高位运行。调研中企业普遍反映，用能和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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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明显上升，上下游去库存周期尚未结束等进一步挤压企

业利润空间。

三、2024 年工业经济形势展望

202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

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落实全国新型工业

化推进大会部署的重要之年，稳定工业经济运行责任重大。

总体看，2024 年保持工业经济恢复向好态势具备更多有

利条件。一是我国工业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完整

的产业体系、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新型举

国体制优势叠加，为工业稳定恢复提供重要发展动力。二是

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特别是民营经济的系列政策举措加速落

地，各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释放出蓬勃的市

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三是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

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技术加快突破，先进技术赋能制造业

能力显著提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高效便捷的

网络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基础逐步夯实，为我开辟新领域新

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四是

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有力，同时针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

要主体等产业政策精准有效，政策累积效应不断释放。

从行业走势看，采矿业和原材料制造业有望实现平稳增

长。随着大宗商品价格回升、下游行业复苏以及产业结构调

整优化，2024 年原材料制造业运行有望持续恢复，但一些战

略性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高，供应与国际运输存在不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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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装备制造业将延续增长势头。受政策支持拉动固定资

产投资、“新三样”出口持续增长等因素影响，2024 年机械

工业将延续稳健增长态势，但全球经济下行造成外需下滑，

国内消费需求复苏不及预期，行业依然承受稳增长的压力。

在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带动下，汽车行业将继续保持增长态

势。电子行业在政策供给红利持续释放和传统产业赋能升级

提速带动下，有望保持较快增长，但发展面临核心技术和关

键零部件被打压的挑战，增长存在不确定性。消费品制造业

将保持平稳恢复态势。在稳增长促消费政策支持下，新型消

费需求将进一步释放，预计 2024 年消费品制造业总体将延

续回暖向好趋势。但受有效需求不足、全球商品贸易出口走

弱等因素影响，回升恐继续承压，不同行业间分化态势仍将

延续。

综合研判，工业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虽然有所增

多，但持续恢复态势不会改变，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

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

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新型工业化推

进大会部署要求，按照国务院任务要求和政府工作报告分

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大力推进新型工业

化，落实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实施制造业重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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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改造升级传

统产业，巩固提升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

未来产业，支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加快建设以科技创

新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工业

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