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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湖北省工业经济运行报告 

周开斌  刘良博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1 年，面对市场需求减弱、生产成本上升、要素约束趋紧等多重困难和挑战，全省工业经济难中求进、转型调整，继续

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势头，全面超额完成年初目标任务，实现了“十二五”良好开局。 

一、工业经济运行特点 

1、生产增速平稳较快，总量规模快速扩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8565.6 亿元，同比净增2428 亿元，增长20.5%。

一季度增长21.3%，二、三、四季度小幅适度回调，分别增长20.7%、20.7%、20.4%，全年呈现高位稳行走势，累计增速高出全

国6.6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七位、中部六省第二位。 

 

单月增速保持在 18%～21.6%之间，比 2010 年波动幅度收窄 4 个百分点，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处在平稳较快增长区间（见图

1）。单月增加值持续扩大，3 月超过 600 亿元，6 月跨上 700 亿元台阶，11 月突破 800 亿元，12 月创 886 亿元的新高，月

均增加值突破 700 亿元，比上年月均值高出 200 亿元以上。工业总量占全省 GDP 比重达到 43.7%，同比提高 5.5 个百分点，对

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4%（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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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产销衔接平稳，重点产品增势较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同步较快增长，实现产值26945 亿元，增长36.6%，

快于全国8.8 个百分点；销售产值2.62 亿元，增长36.4%。工业品产销率97.4%，同比回落0.1 个百分点，仍处于较高水平。在

内销稳步增长的同时，出口高速增长。全省工业完成出口交货值1199 亿元，增长52.6%，增速快于全国36 个百分点。全省重点

监测的470 种产品中，406 种产量保持增长，其中白酒、服装、中成药、电缆、船舶等108 种产量增长30%以上，计算机、磷酸

二铵、冷轧薄板、无纺布等41 种产量成倍增长。汽车产量174.3 万辆，稳居全国前列。化肥产量1018 万吨，增长27.7%，产量

居全国第二位。钢材产量3594 万辆，水泥产量9343万吨，分别增长24.1%、10.3%，产量居全国第六、第八位（见表1）。 

 



 

 3 

3、工业利税增长较快，质量效益稳步提升。2011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6935 亿元，增长35.3%，增幅

高于全国8.1 个百分点；实现利税总额2650.3 亿元，增长25.1%，其中利润1497.4 亿元，增长29.3%，增幅高于全国3.9 个百

分点。月度利润除3 月外均保持在100 亿元以上，6 月达到134.2 亿元，11 月达到148.9 亿元，12 月再创254.7 亿元历史新

高（见图3）。17 个市州除武汉外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12 个增速超过40%。其中，仙桃、随州、咸宁、林区利润成倍增长，

潜江、天门、鄂州、孝感、利润增速超过60%，荆门、恩施、黄冈、荆州增速超过40%。武汉利润351.5 亿元，占全省工业利润

的23.5%；宜昌利润235.3 亿元，增长13.9%；十堰、襄阳利润182.8、139.7 亿元，增长24%、25.2%。 

 

4、支柱产业快速壮大，工业结构持续改善。千亿元产业规模扩张较快，继汽车产业之后，食品、石化、钢铁产业营业收入

均突破 3000 亿元，机械产业超过 2000 亿元，电子信息、纺织产业超过 1800 亿元，建材产业超过千亿元（见表 2）。初步统

计，全省营业收入过百亿元工业企业 25 家，其中东风公司、武钢集团营业收入过 2000 亿元。轻工业消费类产业提速，轻、重

工业分别增长 25.5%、18.3%，比重由 2010 年的 29.8：70.2 调整为 31.8：68.2。消费品工业、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工业分别

增长 25.9%、20.1%、20.6%，三大制造业结构调整为 32.2：36.3：31.5，消费品工业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为 34.2%，比上年提

高 6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快，完成增加值 2325.9 亿元，增长 23.4%。产品更新步伐加快，产品附加值提升，全省工

业增加值率 31.8%，比上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节能减排扎实推进，全省 50 家列入淘汰落后企业全部关停，六大高载能产业增

长 16.9%，低于全省工业增速 3.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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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区域工业协调发展，中心城市拉动作用明显。全省17 个市州除林区外均实现两位数增长，15 个市州工业增速超过20%，

副中心城市襄阳、宜昌增长26.8%、26.6%，增速居全省前二位；咸宁（26.3%）、荆门（26.2%）、天门（26.1%）增速超过26%。

武汉工业增加值达到2458 亿元，占全省比重为28.7%；宜昌、襄阳工业增加值均首度突破千亿元，分别为1100、1035 亿元，成

为全省工业重要增长极。黄石、荆门增加值超过400 亿元。武汉城市圈工业增加值增长19.4%，规模占全省工业的56%；鄂西生

态文化旅游圈增加值增长24.2%，同比加快1.4 个百分点，比重提高1.5 个百分点。县域工业继续强劲增长，1—11 月，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30.1%、41.5%，增速分别高于全省9.7、10.6 个百分点；预计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4300亿元，占全省工业比重超过50%。 

6、技改投入力度加大，工业投资增长加快。2011 年，全省工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499 亿元，增长 40.4%，增速同比加快

17.7 个百分点。其中，全省技术改造投资首次突破 2000 亿元，达到 2067 亿元，增长 30.1%。工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达到

43.8%，同比提高 3.7 个百分点。武汉完成工业投资 1202 亿元，增长 40.5%，增速居副省级城市前列；宜昌、襄阳工业投资 649、

641 亿元，增长 27%、43%，增长较快的还有随州（88%）、天门（71%）、咸宁（54%）、荆州（53%）、黄石（51%）。全省制造

业完成投资 4759 亿元，增长 47.7%，其中食品、汽车、钢铁、化工、建材行业投资分别增长 55%、28%、58%、41%、51%。 

7、电力需求稳定增长，煤电保供有力有序。面对三季连旱、水电欠发、煤价高涨等不利局面，在全国大范围限电情况下，

全省保障电力正常供应。全省发电量2101 亿千瓦时，增长4.2%，其中火电933 亿千瓦时，增长22.1%；火电机组平均利用5049

小时，同比增加543 小时。全年全社会用电1451 亿千瓦时，增长9%，其中工业用电量1046 亿千瓦时，增长8.6%，占全社会用

电的72.1%。全年调运电煤4306 万吨，同比增长23.6%，其中铁路调运量2692.32 万吨，占62.54%，“下江煤”、“海进江煤”

调运量突破1000 万吨。截至2011 年底，全省发电装机容量5314 万千瓦，同比增加408 万千瓦，电力保供能力继续增强。其中，

水电3386 万千瓦，占全省装机容量的63.7%；火电1917 万千瓦，占全省装机容量的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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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行业运行情况 

全省39 大类行业中，除石油开采外增加值均实现增长，26个增长20%以上；35 个行业利润实现增长，22 个行业利润增幅

超过40%。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增速有所放缓，消费品工业延续快速增长势头，主导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规模实力增强。 

1、汽车行业步入平稳增长。汽车行业全年完成增加值1175亿元，增速由年初的22.3%回落至14.6%。实现利润375.9 亿元，

增速由年初的23.5%回落至8.1%；税金142.6 亿元，增速由年初的43.3%回落至13.1%。汽车产量174.3 万辆，增长1.6%。其中，

轿车产量增长1.1%，越野车、客车、载货车分别增长11.6%、9.2%、8.7%。神龙公司、东汽股份、东风渝安、东风本田汽车产量

分别为40.6 万辆、32.3 万辆、33.4 万辆、25.4 万辆。 

2、食品行业高位增长。近几年来，食品行业年均增速保持在30%以上，增长波动性小、稳定性强、景气周期长，成为行业

中的最大亮点。全年行业增加值跨越千亿元台阶，达到1076 亿元，营业收入突破3000 亿元，达到3521.9 亿元，产业规模超过

钢铁、石化，成为全省仅次于汽车的第二大产业；增加值、利润分别增长32%、72.7%，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17.9%、24.1%，

均居各行业之首；实现税金93.2 亿元，增长47.2%。其中，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饮料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2.4%、35%、

29.4%；农副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突破2000 亿元，达到2248.7亿元，增长62.9%；稻花香集团营业收入达118.9 亿元，成为全省

首家百亿食品企业。全省酒、茶、面、油等多个子行业增长较快，大米、植物油、方便面、精制茶产量均增长30%以上。 

3、钢铁产业增速放缓。受政策调控和市场需求影响，钢材价格呈现“前高后低”走势，三季度后钢价逐渐下滑。12 月末，

武钢、鄂钢钢材出厂均价分别为4600、4250 元/ 吨，比上年末分别下滑100、400 元/ 吨。受此影响，鄂钢全厂减产20%以上，

宏泰、吴城等部分小钢厂停产限产。在新投产项目拉动下，全省钢材产量3594 万吨，增长24.1%，其中三峡全通钢材产量468 万

吨，增长2 倍。行业完成增加值653.3 亿元，增速由一季度的18.2%回落至14.3%。实现利润98.8 亿元，增长75.9%；税金65.3 亿

元，增幅由一季度的18.1%回落至2.8%。 

4、石化行业效益回落。原油价格高位震荡，石油加工业亏损加剧，导致石化行业效益明显回落，但在化工行业支撑带动下

全行业仍保持平稳增长。全年完成增加值933 亿元，增长16.6%。其中，化工行业增长24.7%，石油加工、橡胶行业增长11.5%、

4%。实现利润85.9 亿元，增长6.7%，增速同比放缓55.2个百分点；税金175 亿元，增长8%，增速同比放缓15 个百分点。化工

行业营业收入突破2000 亿元，达到2078 亿元，增长49.3%，利润、税金分别增长52.8%、24.5%。石油加工业净亏损26.6 亿元，

税金下降7.6%。全省化肥产量1018 万吨，增长27.7%；农药21.2 万吨，增长30%。原油加工量1004 万吨，同比持平。 

5、机械行业增长较快。随着国家政策扶持力度的加大和省内骨干企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机械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

全年完成增加值965.3 亿元，增长22.8%，占全省工业的11.3%，比重同比提高1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132.6 亿元，增长33.1%；

税金61.1 亿元，增长21.4%。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及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及办公机械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4.5%、31.2%、

18.3%、23.6%。化工设备、工业锅炉、发电设备产量分别增长92.1%、83.4%、19.3%。船舶产量223.2 万载重吨，增长31%。 

6、电子信息产业提速。电子企业克服外部需求萎缩、市场竞争加剧、产品价格下滑等不利因素，行业增速持续回升。全年

完成增加值543 亿元，增长30.4%，同比加快5.8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136.6 亿元，增长21.9%；税金44.8 亿元，增长27.8%。

计算机产量825 万台，增长336%；显示器产量1506 万台，增长7.3%。大项目拉动作用明显，富士康实现产值307 亿元，增长92%；

天马微电子、新芯国际、南玻多晶硅产值分别增长6.5 倍、70%、94%。多普达、波导等重点企业停产限产，手机产量下降26%。 

7、纺织行业逆势前行。纺织企业克服成本上升、棉价震荡、外需下滑等困难，积极承接产业转移，行业在不利形势下实现

了较快增长。全年完成增加值546.8 亿元，增速由年初的14.3%逐渐回升至22.8%。其中，服装业增长33.9%，对行业增长贡献率

达到54.4%；纺织、化纤业分别增长18.8%、27.9%。行业实现利润86.5 亿元，增长76.6%；税金51.7 亿元，增长35.3%。其中纺

织业营业收入突破千亿元，达到1252.4 亿元，增长51.8%；服装业利润增长86.2%。全省布、纱产量分别增长52%、26.1%，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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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增长57%。 

8、建材行业增势强劲。受益于水泥价格上涨、产能持续释放，以及石材、瓷砖、平板玻璃等子行业拉动，建材行业持续高

位运行。全年完成增加值474.1 亿元，增长31.7%。实现利润101.8 亿元，增长101.3%；税金52.2 亿元，增长53.9%。全省水泥

产量9343 万吨，增长10.3%，增速由一季度的22.3%放缓至12.9%。瓷砖、石材、平板玻璃、混凝土产量分别增长88%、72%、47%、

55%。 

9、烟草行业质效提升。武烟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加大，高档烟比重持续提高，在有限的产品增量中实现效益较快增长。全年

完成增加值337.1 亿元，增长15.6%。实现利润27.7 亿元，增长46.9%；税金259 亿元，增长22.3%，占全省工业税金的22.5%，

行业营业收入利税率达到75.2%，同比提高2 个百分点。 

10、医药行业增势平稳。在国家新医改政策刺激下，市场需求和生产销售稳步扩大，医药企业克服中药材、原料药成本上

升等不利因素，行业效益继续提高。全年完成增加值175.8 亿元，增长21.4%。实现营业收入514.5 亿元，增长31.9%；利润43.8 

亿元，增长27.1%；税金20.7 亿元，增长18.5%，行业营业收入利润率达到8.51%，同比提高0.52 个百分点。中成药产量20.8万

吨，增长38%；化学药品产量8.4 万吨，增长57.5%。 

三、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 

1、生产成本持续上升。一是原材料成本上升。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购进价分别上涨6.5%、11.5%，价格“剪刀差”5 个

百分点，高出全国1.9 个百分点，两种价格“高进低出”挤压企业盈利空间。二是融资成本上升。随着利率不断上调，中小企

业贷款利率及相关费用上浮30%～60%以上，与贷款相关的财务支出“水涨船高”，全省工业企业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分别增长

31%、31.7%。三是用电成本增加。湖北省工业用电价格在6 月1 日、12月1 日分别上调2.5 分/ 度、3.3 分/ 度，两次涨价导

致全省工业企业每月增加成本4 亿元以上。四是企业用工成本提高。省内企业用工成本普遍上涨两成以上，持续上升的成本压

力挤压企业利润空间，前三季度全省工业利润增幅呈逐月走低态势，四季度虽出现回升，但仍低于年初54.5%和一季度34.3%的

增幅。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大中型企业盈利水平下降，全年实现利润904.5 亿元，增长11.7%，低于全省增速17.6 个百分点，营

业收入利润率由上年的6.2%降至5.6%。 

2、行业和企业分化较为明显。从行业看，上年行业整体回升、普遍向好的局面发生变化，产业链上游行业好于下游行业，

竞争性的汽车、钢铁、石化行业增速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特别是汽车行业从上年增速快于全省12.3 个百分点，转变为低于全

省5.9 个百分点，影响全省工业减速2.2 个百分点；钢铁、化工行业也明显减速，石油加工业和火电行业亏损严重。从企业看，

随着企业经营环境趋紧，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增大，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达到8.6%，全省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117.6亿

元，同比增长94.5%，高于全国26.9 个百分点，创2008 年下半年以来最高增幅。三季度以来，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产品价

格下挫，原材料工业步入调整期，部分企业处于亏损经营或减产停产状态。受此影响，十堰增速由上年的39.2%回落至10.1%；

武汉增长16%，增速低于全省工业4.2 个百分点。 

3、生产要素制约矛盾突出。一是煤电供需矛盾突出。由于湖北省电煤主要靠外省调入，传统省份煤源供给不足，加之铁路

运力限制，煤电供应紧平衡逐步成为常态，特别逢迎度冬期间保供压力较大。二是企业资金异常紧张。央行实行稳中趋紧的货

币政策，企业资金普通短缺，回笼时间长、手续多、难度大，回款中承兑汇票占比高、贴现费率高。三是用工结构性短缺。各

地普遍反映熟练工、技术工尤为紧缺，部分重点企业出现中高级技工稀缺难求的局面。 

四、工业经济走势评析 

总体来看，2011 年湖北工业经济延续“十一五”以来平稳较快发展势头，总量持续扩张，增长趋于稳定，产业升级和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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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产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明显，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势头初显。综合分析湖北省工业发展所处阶段、内在动力和各地发展势头，2012

年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局面仍然可期。 

1、增长活力的持续性增强。进入新世纪以来，湖北省工业发展明显提速，总量规模快速扩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000 

年首度突破千亿，2005 年达到2007 亿元；2008 年达到3842 亿元；2009 年达到4742 亿元，当年净增900 亿元；2010 年达到

6136 亿元，当年连续跨越5000、6000 亿台阶；2011 年达到8565 亿元，当年净增2429.1 亿元，增量比2006 年全年总量还高

出125.6 亿元，实现从6000 亿向8000 亿跨越，2012 年将跻身“万亿工业俱乐部”，工业跨越式发展的态势逐渐形成。从工业

地位看，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占GDP 比重达到43.7%，较2006 年提高13 个百分点，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4%，工业主导型

特征明显，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支撑。全省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13.1∶50.1∶36.8，第二产业比重首次超过50%，较2006 年提

高5.2 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呈现明显的“二、三、一”阶段性特征，工业经济在这一阶段有望保持持续快速增长。今后一个时

期，工业扩张和第二产业主导的格局还将进一步强化。但要看到，湖北工业产值虽稳居全国第十一位、中部第二位，但规模不

及江苏、广东、山东的1/ 3 和浙江、河南的60%，与湖南的领先优势仅相差700 亿元。因此，湖北要继续实施工业兴省战略，

全面落实“两计划一工程”，即支柱产业倍增计划、千亿产业提升计划、先进制造业振兴工程，加快推进企业兼并重组，着力

打造一批百亿和千亿级的骨干企业、产业基地，进一步壮大工业经济规模，使工业成为湖北跨越式发展的主导支撑。 

2、高位运行的稳定性增强。从经济运行轨迹看，2004 年以来湖北工业步入快速上升通道，除2005 年外增速均高于20%，

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间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一度打断工业增长曲线，但当年增速仍超过20%，随后连续28 个月保持在20%

以上。2011 年，全省工业继续保持在20.4%～21.7%的高位平台稳健运行，当月增速维持在18%～21.6%的增长区间，工业增长的

持续性和稳定性增强。从发展趋势看，全省工业经济仍处于增长周期的景气阶段。但需要关注的是，当前国内外宏观环境较前

几年相比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尤其是金融危机后续影响逐步显现，全球流动性过剩与市场预期不足并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与

通胀压力并存，实体经济面临困难增加。加之资源和环境约束加大，全省工业经济逐渐由高位运行转向平稳较快增长。因此，

湖北需要把保增长放在突出位置，密切跟踪宏观经济和产业发展动向，强化经济运行预测预警和预控，着力化解经济运行中的

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强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政策扶持力度，防止工业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同时，要下大力气搞好煤电运保障供

应，抓紧建立煤电保供长效机制，加大资金、用工等要素协调力度，为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3、内需型产业的带动性增强。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步入提速的新阶段，居民消费结构由“吃、穿”为主向“住、行”

为主升级，有力促进了汽车、房地产和以满足消费需求的轻工产业加快发展，同时钢铁、建材、化工、机械等提供中间产品或

设备的产业获得较快发展。近年来，全省汽车、钢铁、建材及轻工消费类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内需型产业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

长的主导力量。尤其是食品、纺织、电子信息等产业保持30%左右的强劲发展势头，消费品工业比重提高到32.2%并超过原材料

工业，有力支撑了全省工业增长。2011 年，湖北人均GDP 突破5000 美元，意味着全省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居民消费将从

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消费品工业具有广阔发展空间。产业转型升级和装备国产化步伐加快，机械、电子信息等产业有望大展

身手。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原材料工业仍具有一定发展空间。要充分发挥湖北地处国家经济

地理中心的区位优势，顺应国内消费升级的趋势，继续把内需型产业尤其是消费类产业发展放在突出位置，研究制订完善发展

规划，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和转型升级，支持汽车、机械制造以及消费类电子、食品、纺织、轻工、医药等消费品工业加快发展。 

4、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增强。近年来，随着省委、省政府“两圈一带”、“一主两副”等战略的实施，全省工业经济呈现区

域协调发展、市州竞相追赶、县域争先进位的新格局。近两年，武汉全面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工业投资力度加大，发展后劲增

强，龙头作用进一步显现。“鄂西圈”工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全省工业中的比重持续提升，支撑带动作用日益突出。特别是宜

昌、襄阳两个省域副中心发展势头强劲，2011 年两市工业已占据全省1/ 4 的份额，成为两个新的增长极。荆门、黄石、十堰、

孝感等市规模实力日渐增强，对全省工业的拉动作用明显。此外，县域工业持续强劲发展，不仅夯实了湖北工业基础，更有力

促进了经济基础薄弱、规模块头较小的市州工业提速。但要看到，全省工业区域发展不均衡、产业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仍较突出，

工业发展主要依赖少数大城市带动局面尚未根本改观。因此，武汉要结合“十二五”规划实施，进一步明确各地在全省经济发

展中的定位，研究更加具体的区域经济政策，将“两圈一带”战略细化落实到市州、产业和项目上，不断优化全省工业布局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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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支持各地培育优势主导产业，推进产业积聚集约发展。同时，要抓紧研究出台工业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并纳入地方干部实

绩考核体系，实行月度通报、季度排序、年度考核制度，进一步在全省上下营造跨越赶超的浓厚氛围。 

5、产业转型升级的引领性增强。从全省来看，近年来重化工业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居主导地位，工业增长动力逐渐由传统

原材料工业主导，向由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资本技术密集、高附加值产业主导转变，装备工业所占比重由 2005 年的 35.6%上

升至 36.3%。同时，具有资源禀赋和竞争优势的消费品工业发展加快，所占比重由 2005 年的 30.1%上升至 32.2%；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突破 2000 亿元，占全省工业比重提高到 27.2%，工业结构呈现由传统重化向轻型化、高加工化升级的新特点。特别是

支柱产业规模快速扩张，全省 4 个产业跨入 3000 亿元台阶，1个产业突破 2000 亿元，千亿元产业增加到 8 个，多点支撑的产

业新格正在形成，工业跨越式发展的产业基础逐渐夯实。但湖北工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较突出，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

本改变，传统产业仍旧占据大半壁江山，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品档次和附加值不高等问题突出，新兴产业还没有形成规

模气候。因此，湖北需要把转型升级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紧迫任务，更加重视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加大技术和研发投

入，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促进价值链向中高端跃升；大力发展“两型”产业，推广应用先进节能减排技术，深化信息技术

集成应用，促进制造业向绿色制造、智能制造转变；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在电子信息、高端装

备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领域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产业竞争的后发优势，推动湖北由工业大省向工业强

省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