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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领域四大结构性难题亟待破解
建议从五方面发力稳运行、促发展

内容摘要：当前，工业经济运行韧性持续显现，有利

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不断积累。但各类外部突发冲击、

行业内部结构性难题叠加碰头，工业经济稳定恢复的基础

仍不牢固，统筹稳增长、调结构的难度进一步加大。顶住

短期冲击压力、着力解决制约供需平衡的突出问题，是保

持全年工业经济稳定恢复、稳中向好的关键。建议抓好项

目落地稳定制造业投资，纾解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困

难，缓解外贸出口运力紧张状况，做好疫情防控条件下产

业链稳定政策储备，加大保供稳价力度，进一步夯实工业

稳定运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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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工业经济运行四方面突出矛盾亟待化解

受原材料价格攀升、海运运力紧张、消费复苏缓慢、投资意愿不

振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存在四个突出矛盾。

（一）生产成本刚性上涨和传导渠道相对有限之间的矛盾。一方

面，企业生产原材料成本持续高涨。10 月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中，燃料动力类价格上涨 40.7%，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上涨

25.8%，化工原料类价格上涨 24.9%，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上涨 22.6%，

连续 5 个月同比涨幅均超过 15%。另一方面，下游企业生产成本压力

难以有效疏导。主要表现是，上游原材料价格在上涨，但下游消费品

出厂价格在低位运行。10 月份，采掘工业价格同比上涨 66.5%，原材

料工业价格上涨 25.7%，加工工业价格上涨 10.8%。相比之下，衣着

和一般日用品价格同比仅上涨 0.8%，耐用消费品价格甚至同比下降

0.1%。上游成本刚性上涨和下游价格传导受限碰头导致下游企业利润

空间明显收窄。以轻工业为例，据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反映，1—7 月

份轻工行业利润增速低于全国工业 39.8 个百分点，利润占全部工业

的比重比上年末下降 5.5 个百分点。

（二）要素资源约束强化和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之间的矛盾。主要

表现在：一是土地指标紧缺制约企业产能扩张。部分企业受土地要素

制约导致项目落地受阻，最终影响企业投资。以东部某市为例，该市

每年各类项目建设用地指标需求达 3000 亩以上，而实际用地指标不

到需求量的 50%。二是能源双控对投资项目构成“硬约束”。据东部

某市反映，该地区“十四五”规划建设的 174 个重点用能项目能耗需

求超过 400 万吨标煤，但新增能耗总量要求控制在 200 万吨标煤，供

求矛盾十分突出。三是招工难”“用工贵”问题影响企业投资信心。

东部省份部分企业反映，普通车床工人工资已经从去年 5500 元/月涨

到目前 6000 元/月，技术岗位则从 6500 元/月涨到 7300 元/月，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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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了企业利润，影响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四是散发疫情对部分企业

资金链造成较大压力。部分企业反映，疫情影响企业外派收款人员无

法及时到达疫情散发地区的合作单位进行结算操作，导致应收账款难

以及时到账，致使公司资金链断裂，从而影响投资信心。

（三）出口运力明显紧张和生产能力较为充裕之间的矛盾。国际

海运供应链恢复缓慢引发的海运运力持续紧张与国内企业产能充足、

出口需求旺盛相碰头，导致企业库存压力增加等问题十分突出。一方

面，出口运力紧张局面持续，物流成本不断攀升。今年以来，货柜短

缺、运费畸高的问题持续至今。截至 9 月 10 日，中国出口集装箱运

价指数达到 3157.6 点，相比去年的最低点 834 点大涨 279%。据部分

企业反映，集装箱短缺导致订舱等待时间变长，甚至“一箱难求”。

同时，航线运价持续上涨，2019 年一个集装箱运价仅需 2000 多元，

但近期已疯涨至 15000 元左右。另一方面，国内出口企业产能充足，

出口需求十分旺盛。2021 年第三季度，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已经高

达 77.1%，处于 2013 年以来较高水平。企业出口需求也十分旺盛，9

月份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6.8%，累计同比增长 19.4%。但受物

流能力限制，企业出口不畅明显，从而导致企业库存压力增加。据沿

海部分出口加工企业反映，运力紧张已经导致企业货物无法正常发

出，但为维系长期商业合作，企业无法停止生产，从而导致库存陡增，

大量货物无处存放。

（四）确保供应链稳定和经销环节“囤货惜售”之间的矛盾。产

业链部分环节缺货引发经销环节“囤货惜售”，进一步加剧了紧缺产

品的供需矛盾，不利于供应链整体稳定。以汽车行业为例，一方面，

芯片持续缺货使得确保供应链稳定成为汽车行业的重点任务。自去年

以来，全球疫情冲击导致芯片供应短缺成为一大突出问题，特别是 7、

8 月份，由于马来西亚疫情扩大导致当地芯片企业停产，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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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汽车芯片供应不足的难题，由此导致汽车产业链运行出现停滞，部

分汽车企业不得不缩减产能。因此，增加芯片供应确保产业链稳定运

行就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头等大事”。另一方面，“芯片大战”持

续发酵，经销商“囤货惜售”进一步加剧供需矛盾。由于下游企业对

芯片供应信息掌握不够充分，因此纷纷采取扫货的方式“抢夺”稀缺

资源，特别是头部企业“囤货居奇”以及经销商“囤货惜售”，进一

步加剧了芯片市场的供需矛盾，导致芯片价格大幅上涨。据调研企业

反映，截至目前，芯片价格涨幅普遍在 30%以上，一些高端芯片涨幅

往往超过 30 倍，个别产品甚至超过 200 倍。

二、稳定工业运行的五大着力点

促进全年工业持续平稳向好，关键在于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聚焦难点矛盾加大政策落实力

度，加强前瞻性研判，做好跨周期调节，统筹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

着力解决制约供需平衡的突出问题。

（一）提升投资意愿稳定制造业投资。着眼补短板、调结构、增

后劲，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民间投资准入门槛，积极扩大有

效投资。聚焦产业基础能力提升、产业集群上下游配套、细分领域产

业链延伸补强、新兴产业增长点培育等领域，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储备。

推动制造业领域重大项目建设，促进已经开工的项目尽快落地。加强

对技术改造投资的支持力度，简化传统产业享受技术改造支持的条件

和程序，加大对技改项目的政府支持力度。提高对国家级工业互联网

平台和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等工业投资项目的资金补助力度。巩固

对两化融合、智能制造、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加快补齐关键核心技

术和关键零部件短板，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现代化水平。

（二）纾解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困难。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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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帮扶，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的政

策执行期限。全面落实好前期已经出台的各类减税降费措施，做好政

策宣传解读，避免“信息不对称”。对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的给予

税收减免、社会保险补贴等优惠政策。引导金融资源投向，对小微企

业特别是“首贷户”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延续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

策。积极缓解中小企业成本压力，针对财政投资项目，完善原材料价

格调整机制，由政府与中小企业合力分担主要材料价格上涨成本。引

导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建立战略合作联盟，协同应对市场价格波动风

险，达到成本最小化、资源合理化、技术管理协同化的目标。

（三）有效缓解外贸出口运力紧张难题。支持航运公司特别是国

有航运企业通过赶制新箱、空箱回调等方式增加集装箱供应，提升航

运能力。支持港口企业新建空箱堆场，提升调运能力，适当降低港口

使用和服务费率。针对不同外贸企业类型推出个性化帮扶，重点加大

对中小企业的航运服务保障，助力企业降本减损。实施运价备案制度，

要求航运企业将所有收费项目提前备案公示，杜绝价格歧视，严厉处

罚超出备案内容的收费行为。规范航运收费，取消支付改单费、订舱

取消费、拥堵费等不合理费用。增加中欧班列开行数量，提升欧亚大

陆桥通行能力。根据订单缓急程度、货值金额等标准，组织企业通过

点对点包机、中欧班列等海运之外的渠道解决国际物流运输难题。

（四）做好疫情防控下产业链稳定政策储备。强化产业链上下游

之间的战略合作与利益绑定，以国家级产业基金为纽带，强化产业链

资本联动。引导行业骨干企业向有基础、有条件、有优势的产业集聚

区布局，鼓励相应的材料、设备等供应商在集聚区建设配套项目。大

力培育具有规模竞争力的装备材料企业和零部件供应商，提高国产化

比例，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加大对汽车供应链企业的技术研

发支持力度，为零部件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法规指导等全方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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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平抑芯片价格，组织半导体行业开展自律，加强对芯片价格

监管，防止芯片垄断行为，严格管控哄抬价格行为。加快推出首台套

保险补偿政策，将汽车芯片纳入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目录。对于企业

应用国产芯片实施里程碑奖励机制，注重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持续性。

（五）加大保供稳价力度减轻企业成本压力。密切监测国际大宗

商品价格变动情况。积极稳妥优化大宗商品采购和储备调节机制，适

时适量向市场释放紧缺大宗商品储备。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对

原材料行业谨慎采取直接限产、关停等成本更大、供给冲击更强的措

施。引导原材料企业适当提高产能利用率，扩大国内市场供给，缓解

短期供需矛盾。强化对原材料价格的监管，对违反市场规律的价格波

动进行严肃查处。对国外进口依存度较高的大宗商品开展集中采购谈

判，适当降低煤、铜、铝等价格上涨较快商品的进口税率，推动国内

商品市场价格回落。充分发挥期货市场作用，研究开设大宗商品价格

保险等金融工具，鼓励企业通过套期保值等方式有效对冲原材料价格

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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