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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一季度湖北省工业经济走势评析 

周开斌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2 年一季度，湖北省工业经济呈现出平稳较快、开局良好的态势，增速17.3% ，高于全省生产总值4.9 个百分点，高于

全国工业5.7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四位、中部第一位。但工业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效益下滑势头未见明显好转，制约工业平稳

运行因素增加。预计上半年，湖北省仍会保持高位趋缓、缓中趋稳、总体稳健的运行态势。 

一、工业经济运行总体特点 

1、生产规模稳步扩大。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2253 亿元，同比净增514.3 亿元，规模接近2006 年全年，完成

全年计划目标进度的22% 以上。月均增加值751 亿元，比2011 年月均值高出171.4 亿元，其中3 月当月完成增加值852.2 亿元，

仅次于2011 年12 月。实现工业产值6970 亿元，增长28.3% ，规模居全国第十位，位次同比前进一位。 

2、轻工业增长快于重工业。一季度，轻工业完成增加值758.8 亿元，增长22.8% ，快于重工业增速8 个百分点。食品、纺

织、医药产业保持25% 左右快速增长，带动消费品工业增长24.1% ；重工业完成增加值1494.3 亿元，增长14.8% ，增速同比放

缓6 个百分点。装备制造、原材料工业增速分别放缓至10.6%、 

20.6%。 

3、企业效益状况好于全国。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6567 亿元，增长21.6% ，高于全国7.5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262.4 亿

元，下降0.9% ，降幅低于全国0.4 个百分点；税金351.5 亿元，增长15.8% ，高于全国3.7 个百分点。 

4、工业投资增长提速。一季度，全省完成工业投资1133.3亿元，增长62.5% ，高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32.3 个百分点，所

占比重提高到47.1%。其中，技改投资340.5 亿元，增长35.6% ；制造业投资989.8 亿元，增长66.1% ；汽车、石油加工、食品

制造、医药、金属制品等行业成倍增长。2012 年50 个新增产值过10 亿元增长点，总体进展良好，前期投产和扩规项目达到37 

个，13个正在建设中。 

5、煤电要素保障有力。一季度，全省累计发电446.3 亿千瓦时，增长4.9% ，其中火电249.2 亿千瓦时，增长8.3% ；全社

会累计用电365.6 亿千瓦时，增长7.4% ，其中三产和居民用电分别增长17.8%、23.5% ，工业用电增长1.79%。轻重工业用电分

别增长8.8%、0.7% ，其中钢铁行业用电下降22.6% ，影响全省工业用电增幅4.3 个百分点。全省调运电煤960 万吨，其中“海

进江”电煤232 万吨，超过2011 年全年调运量的60%。全省电煤库存保持在较高水平，可供应正常耗量20 天以上。 

二、重点行业运行情况 

1、原材料工业。石化行业平稳增长。受益春耕备肥和国家淡季储备，农化工企业开工率较高，带动行业生产平稳增长。全

省化肥、烧碱产量增长33.3%、7% ，原油加工量增长11.3% ，全行业完成增加值234.1 亿元，增长17.3% ，其中化工行业增长

22.3%。实现营业收入781.9 亿元，增长13.1% ；因炼油企业亏损加剧，行业利润下降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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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经营困难。受房地产调控等因素影响，下游产业需求不足，加之铁矿石维持高位、废钢等原料成本上涨，主要钢

企产能发挥不足，中小钢厂基本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行业完成增加值179.5 亿元，增长14.8% ；营业收入仅增长5.3% ，利

润、税金分别下降63.1%、39.5%。 

建材行业较快增长。3 月底鄂东水泥（强度等级32.5）价格280 元/ 吨，较年初下滑40 元/ 吨，省内水泥企业开始限产保

价，行业增速有所放缓，但在玻璃、陶瓷等子行业带动下仍保持高速增长，平板玻璃、瓷砖产量均增长40% 以上。全行业完成

增加值119.9 亿元，增长27% ；营业收入、利润分别增长13.5%、43.7%。 

2、消费品工业。食品行业高位运行。多数产品和重点企业产销两旺，植物油、精制茶、水产品等产量成倍增长，饲料、速

冻米面食品、罐头、软饮料等产量增幅超过40%。行业完成增加值283.6 亿元，增长28% ；实现营业收入889.3 亿元，增长44.8% ；

利润、税金分别增长42.5%、34.6%。 

纺织行业增势强劲。棉花价格走势趋稳，2012 年稳定在2万元/ 吨左右，企业成本压力有所缓解，服装、家纺、产业用纺

织发展加快。行业完成增加值138 亿元，增长26.9% ，同比加快11.6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增长36.3% ，利润、税金分别增长31.2%、

42.7%。 

医药行业增长加快。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处方类用药、生物医药、中成药市场需求稳中有升，化学药品、中成药

产量分别增长72.4%、29.1%。行业完成增加值45.3 亿元，增长24.9% ，同比加快14.5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利润增长36.5%、

16.4%。 

3、装备制造业。整体发展势头明显趋缓，汽车、船舶等周期性行业景气度下降，电子制造业等外向型行业出口艰难，电气

机械等行业增长乏力，装备制造业在连续五年高速增长后，进入平稳增长时期。 

汽车行业环比回升。全省汽车产量40.5 万辆，同比下降8% ，其中3 月当月产量17.01 万辆，环比增长38.7%。分车型看，

轿车产量增长5.7% ；客车、载货车产量下降3.8%、15%。行业完成增加值294.3 亿元，增长6.3% ，增幅环比回升3.5 个百分点。

实现营业收入833.8 亿元，增长0.1% ；利润79.1 亿元，下降22.5% ；税金44 亿元，增长1.5%。 

机械行业增势趋缓。由于市场需求减弱、家电企业减产，行业由前几年持续高位增长转向平稳增长。完成增加值 214.7 亿

元，增长 11.3% ，同比回落 17.8 个百分点。其中，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 21.3%、18.1% ；电气机械制造业增速

由同期的 27.5% 回落至 5.6% ，冰箱产量下降 30.6% ，洗衣机、空调产量仅增长 2.3%、5.5%。全行业实现收入 490.8 亿元，增

长 19.1% ；利润 22.6 亿元，增长 15.2% ；税金 12.6 亿元，增长 17.3%。 

电子设备制造业减速。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加快，出口市场下滑，加之原材料、用工、汇率等成本上升，电子制造环节利润

微薄，行业增速放缓。计算机整机、显示器产量下降20% 以上。行业完成增加值70.4 亿元，增长13.7% ，同比回落7 个百分点；

营业收入增长9.8% ，利润下降76.3% ，税金增长28.2%。 

三、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工业经济下行压力较大。2012 年一季度，湖北省工业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主要表现为：工业增速高位回调。一季度进

一步回落至17.3% ，其中3 月当月增长16.9% ，创2009 年6 月以来最低。工业用电持续下行。工业用电自2011 年7 月以来增

速连续8 个月增长放缓，一季度仅增长1.79%。主要行业分化明显。汽车产业低速增长，钢铁行业增速同比下滑8.3 个百分点，

电气机械、电子设备行业仅增长5.6%、13.7% ，食品、建材等行业增速有所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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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需求动力不足。投资、消费、出口对工业增长拉动力减弱，市场需求不足已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矛盾：周期

性产业需求乏力。全省交通运输业投资下降14.5% ，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2.8% ，与房地产、基础设施关联度较高的钢铁、水泥

行业产品库存均上升20% 以上。出口市场疲软。全省进出口总额大幅放缓，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21.2% ，同比回落13.3 个百分

点。前期消费热点降温。随着刺激政策退出和消费需求提前释放，汽车、家电产销均出现多年来少有的下降局面。一季度，全

省工业产值、销售产值同比分别回落8.8、10.9 个百分点，工业品产销率同比下滑0.6 个百分点。 

3、企业效益快速下滑。随着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推进，企业原材料、用工、融资等成本持续上涨，生产成本进入上升通道。

一季度，全省工业品购进价上涨2.7% ，高于出厂价涨幅0.8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分别增长42.3% 、27.8% ；

工业用电成本增加12 亿元。主营业务成本增长21.8%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增长25%、21.8%。工业利润自2009 年10 月以来首

次下降，企业亏损面达14.4% ，同比提高1.4 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上升95.1%。工业营业利润率下滑至3.99% ，同比下降

近1 个百分点。 

4、生产要素依然偏紧。货币调控政策仍然偏紧，融资难正在由小微企业向大中型企业蔓延，特别是由于企业效益下滑，银

行惜贷情绪弥漫，成为影响部分重点企业和在建项目产能发挥的突出制约因素。产品库存和应收账款增加较快，回款难度加大

且承兑汇票积压，加剧了企业资金紧张；煤电供应趋紧，受陇海线、西康线维修的影响，电煤调运仍处在紧平衡状态；用工结

构性短缺矛盾突出，纺织服装、电子、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工资水平与沿海急剧缩小，但用工缺口仍然较大。 

四、工业经济走势评析 

一季度，湖北工业经济总体稳健、稳中趋缓，如何看待近期出现的回调和发展趋向，需要从工业发展的周期、阶段、质量、

活力等层面，以更宽视角和更高层次探寻经济运行内在规律，把握经济运行走势。 

1、经济波动的周期性。经济波动和周期性调整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自然状态，有利于消化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经济在经历

快速发展阶段后，通常会进入一个调整期。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国内经济深层次矛盾尚未解决，金融危机刺激政

策延长了我国经济增长周期，也使经济结构调整更为迫切。然而，在宏观经济调整减速的大环境下，湖北省难以“独善其身”，

增速回调是正常的经济现象，是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所致。二季度这种调整的态势有可能延续强化，需要把稳增长作为首要任

务，加强监测预警，密切跟踪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变化，敏锐把握经济运行中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做好应对各种风险的预

案，努力保持工业平稳较快增长势头。 

2、区域发展的阶段性。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已由“东高西低”向“西高东低”转变，中西部地区成为经济增长

的“新引擎”，尤其是“中部板块”发展势头强劲，跃居全国四大板块第二。从湖北省二产大于一产、三产，工业占比在40% 以

上等系列指标来看，湖北正处于工业化中期，既具有中期加速和高加工度化等典型特征，又具有结构纠偏补课的特点。轻工业

比重上升，重工业比重下降，轻重均衡化发展不是中期的特点，重化比重上升才是中期的典型特征；还有新型化、信息化复合

的特性，新兴产业快速崛起，智能化发展，三力共同作用，赋予了其新的内涵。随着宏观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和经济动力机制转

换，以及“中三角”城市群建设加快推进，我国经济格局由东向西梯度转移进程加快，东部减速转型、中西部加速追赶的趋势

还将延续，“中部板块”效应将进一步显现，这为湖北省工业持续较快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生态和良好机遇。 

3、面临任务的双重性。“十一五”以来湖北工业发展明显提速，呈现出“两高”（高于全国、高于中部）的态势，结构调

整和质量效益也取得成效，但保持工业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任务不仅艰巨、繁重，而且具有双重性：既面临传统产业体系不健

全，又面临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任务；既面临传统产业充分发展、转型升级的任务，又面临培育新兴产业、打造后发优势的任

务；既面临做大总量的任务，又面临做强实力的任务。专家研究指出，我国2020 年初步（局部性）建成工业强国，2040 年建

成全面工业强国。按此进程来看，我省还处在建设工业大省阶段，又不能放慢建设工业强省步伐，只有几步并作一步走才能实

现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好中求快、又好又快地发展，才是湖北省工业现阶段发展的正确路径。今年一季度效益出现快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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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亏损企业亏损额和亏损面大幅上升，这是粗放增长的显性反映。迫切需要把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效益统一起来，“双重任

务”统筹兼顾，使增长速度与规模总量建立在高水平、高效益上，更加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快消费类产业“补课”，促

进重化产业改造升级，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加快培育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传统产业高新化、高端化，高新技术

产业化、规模化，提高产业精深加工度和产品附加值，构建适应市场需求和发展阶段的现代产业体系。 

4、增长动力的内生性。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技术进步等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

定因素。湖北地处中国经济地理中心，抢占内陆市场优势更加突出，加上内源型经济主导、智力资源密集，具备实现内生性增

长的有利环境和支撑条件。改革开放初期，沿海是经济发展的前沿。随着国家内需主导战略实施，湖北区位优势凸现，正在走

向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三化同步”特别是城镇化加速推进，为湖北省内需型产业发展打开了市场空间；当前国家更加强调

内涵式发展，加快推进经济转型，有利于湖北省发挥科教人才优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赢得后发优势；

国家逐渐放宽民营市场领域，湖北省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之消费类产业提速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特别是随着改革深入，

体制机制的突破，将会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更加宽松的土壤环境，进一步增长经济发展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