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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稳中存忧

内容摘要：今年以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总体呈现良

好发展态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行业投资持续处于高位,出口积极向好,企业营业收

入和利润有所回升。但同时，手机、电脑等传统消费电子

品市场疲软态势再次显现、产业外迁势头不减、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运转不确定性上升、技术研发创新掣肘增多等问

题仍然存在甚至有扩大趋势。下一步，要从补短板、筑基

础、扩需求、强支撑、稳链条、促合作等五方面着手，有

的放矢的破解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做大做强电

子信息产业，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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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保持较快发展势头

2022 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散发等多重

考验，电子信息产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相关决策布局，坚持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行业运行总体保持较快发展态势。

一是行业生产总体增长较快。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分别高于全国工业平均增速以及高技术制造

业增速 6.8 个、0.6 个百分点，但比一季度回落 2.5 个百分点。其中，

6 月份同比增长 11%，较 5 月上升 3.7 个百分点。具体产品来看，移

动通信基站、程控交换机、环境监测仪器仪表、单晶硅、多晶硅、太

阳能电池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1-6 月程控交换机、太阳能电池、移

动通信基站同比增长 138.8%、31.8%、19.8%。

图 1 电子信息制造业和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

二是行业投资持续处于高位。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9.9%，高于全国工业平均增速 8.9 个百分点。

集成电路、电子材料、新能源、5G 等领域受关注度不断提升，投资

力度不断加大，是推动产业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今年以来，我国布

局建设新一代超算、云计算、人工智能平台、宽带基础网络设施，10

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中的新开工项目投资超过 1900 亿元。此外，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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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站建设加快推进，上半年新建基站 42.9 万个，基站总数已达 185.4

万个。

图 2 电子信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值及累计同比增速

三是行业出口有所回升。随着国内疫情逐渐好转，国内助企纾困

政策相继落地实施，企业复工复产不断加快，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增

速由负转正。6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2.4%，较 5 月加快 6.3 个百分点，增速连续两个月出现回升，上半

年累计同比增长 7.3%。具体产品来看，6 月份，太阳能电池、二极管

及类似半导体器件、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出口金额分别同比增长

104.9%、67.1%、35.6%、28.1%，较 5 月加快 9.2 个、8 个、10.8 个、

3.7 个百分点。

图 3 电子信息制造业和工业出口交货值累计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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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企业营收持续提升。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

营业收入 70199 亿元,同比增长 7.7%，比 1－5 月提高 0.3 个百分点；

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4.6%，与 1－5 月份持平。

图 4 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累计增速

二、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现阶段，受疫情冲击、美西方国家恶意打压等多种因素影响，电

子信息产业新旧问题交织，需求不足、企业外迁、产业链不稳、创新

掣肘增多等问题持续存在并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一）消费市场需求有所下降

今年以来，受疫情反复冲击以及国内经济压力持续加大影响，国

内外电子产品消费需求有所下滑。一是手机消费需求大幅下滑。1-6

月份，国内市场手机总体出货量累计 1.36 亿部，同比下降 21.7%，

其中国产品牌手机出货量累计 1.15 亿部，同比下降 25.9%。国内 5G

手机出货量 1.09 亿部，同比下降 14.5%。二是个人电脑需求小幅下

滑。根据全球著名科技市场独立分析机构 Canalys 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2 年第一季度，中国个人电脑（包括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和工作

站）出货量为 1170 万台,同比下降 1%。其中，台式机（包括台式工

作站）出货量下降 11%，跌至 390 万台；平板电脑市场再次下滑，出

货量下降 13%，跌至 470 万台。三是产品出口明显减少。受国内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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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冲击及国外产业链逐步恢复的影响，我国重点电子产品出口数量

有所下降。据海关数据显示，1-6 月集成电路、手机、家用电器等重

点出口产品出口数量同比分别下降 6.8%、10.9%、7.7%，分别较上年

同期大幅下滑 42 个、28.7 个、38.2 个百分点。

（二）产业外迁压力有所加大

近年来，随着我国土地、人力成本上升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加快，

部分电子信息企业外迁倾向明显。一方面，我国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

产量占全球比重持续降低。2021 年中国生产智能手机 10.98 亿部，

在全球占比 81%，但与 2016 年的 93%相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另一方

面，三星、富士康等企业对越南、印度等地区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

近年来，越南不断加大吸引外资力度，今年以来已经向富士康科技工

厂、中国香港晶澳太阳能、新加坡 Risesun Investment Pte.Ltd 等多个

企业颁发投资许可证。据不完全统计，富士康已经在越南投资超 100

亿人民币。越南电脑、手机产品等电子消费品产量不断增加。据越南

统计局数据显示，越南的电子工业出口额从 2015 年的 473 亿美元增

加至 2020 年的 960 亿美元，在全球电子出口商的排行榜中，越南从

2001 年的第 47 位提升至近年来的 10 位左右。

（三）产业链稳定运转仍有隐忧

电子信息产业是产业链供应链高度全球化的典型行业。近年来，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开放稳定安全运行构成极大威胁，叠加

中美贸易摩擦和科技竞争升级，我国电子信息行业产业链供应链面临

多维度冲击。一方面，全球新冠疫情冲击影响仍在持续。2020 年以

来，电子信息产业先后经历了“中国—日韩—欧美—东南亚”四波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汽车、手机、显卡等产品生产都面临长时间的缺芯

影响，也推升了部分电子零部件的价格。7 月以来，美国、德国、日

本等国疫情再度反弹，电子信息产业“断芯”风险仍然存在。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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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美西方对我国电子信息行业打压升级，企业面临较大的断供风险。

继 2019 年华为、2020 年大疆等众多电子信息领军企业被美国纳入实

体名单后，今年美国又先后将北京世维通光通讯有限公司、滁州惠科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20 家企

业纳入“未核实名单”，即要求美国的企业或者使用美国专利、技术

的企业不能直接向这些企业出口、再出口或转移受出口管理条例管辖

的物项等。此外，美国商务部有意加大对中国半导体产业企业的制裁，

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售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华虹半导体、长鑫存

储等企业生产先进制程的芯片将受到影响。未来我国企业随时会面临

打压制裁的风险，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加。

（四）技术研发创新掣肘增多

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对我国信息技术领域

创新限制不断增强。一是限制国内高校、企业、科研机构购买研发所

需的关键工业软件、核心零部件、重要设备等科技研发设备设施。例

如，2019 年以来，美国将中芯国际等企业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其 DUV

光刻机、EUV 光刻机等先进设备以及 EDA 等基础工业软件购买，导致

中芯国际推进 7nm 工艺芯片、汽车芯片研发进度放缓。二是限制中国

开展信息技术对外交流与合作活动。美国将我国北京邮电大学、哈尔

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列

入实体清单，限制这些高校学生出国留学，对我信息技术国际交流和

合作形成强大压力。

三、政策建议

总的来看，当前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面临着短期梗阻以及中长

期问题。但同时，促进产业快速发展的有利因素也在不断集聚，如各

地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半导体产业国产化进程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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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11”“黑五”等活动促进国内外消费需求恢复等。预计下半年我

国电子信息产业将总体保持较快增长，全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

增加值增长 10%左右。下一步，针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面临的问

题与挑战，建议从补短板、筑基础、扩需求、强支撑、稳链条、促合

作等五方面着手，做大做强电子信息产业，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加强基础创新，破解“卡脖子”“歪脖子”困境。抓住新一

代信息技术变革的历史机遇，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促

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通创新发展，着力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

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聚焦芯片制造、工业软件等电子信息产业链

的关键环节，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

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构建高效强大的共性关键技术供给体系，努力

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大力推广“揭榜挂帅”“赛马”机制，引导

各领域头部企业、领军人物、科研机构、高校以及金融机构构建产学

研融一体化创新平台，积极开展协同创新。

二是加快新基建布局，筑牢新时期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础。按照

适度超前、科学布局的原则积极布局 5G 基站、数据中心、工业互联

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和鼓励重点工业园区、关键港口、大型

矿产开产区、农产品种植区以及国内大型物流配送中心积极建设 5G、

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为农业、制造业、采矿

业、服务业等行业推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奠定基础。引导和鼓

励国内一二线城市加快布局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积极推动数字化

治理模式创新，为提升社会管理能力打下基础。

三是推动融合发展，开拓消费级、企业级新需求。加快消费电子

产品的智能化、品质化、个性化升级，大力支持可穿戴设备、消费级

无人机、虚拟现实等高端智能产品创新，做大做强消费电子产业。支

持电信运营、通信设备、垂直行业、信息技术、互联网等企业结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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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优势，开展 5G 融合应用技术创新、集成创新、服务创新和数据应

用创新，打造数字化改造企业样本并加以推广。

四是加强要素支撑，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布局。加快优化电子

信息产业链布局，引导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强化中西部和东北

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建设，鼓励中西部地区立足自身产业规划和区

位优势，积极承接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电子

信息产业项目转移，同时通过引进新兴产业、推动制造业企业智能化

改造等方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五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电子信息产业平稳运转。积极

布局新一代通信、先进计算等前沿领域，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拓展

内涵外延,推进产业链发展。把增强产业韧性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支撑,加强建链、延链、补链、壮链，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现代化攻坚战。构建更为密切的产业网络，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协

同和搭接，以网络化、系统性的产业体系应对供应链风险。

六是强化国际合作，推动信息技术“引进来”与“走出去”。坚

持扩大开放、合作共赢，继续支持重点外资项目建设，营造竞争公平

有效的市场环境。着力强化全球产业链拓展、价值链增值、创新链整

合，建立健全国际资源有机互动的产业生态体系和全球研发创新网

络。紧抓“一带一路”建设新机遇，强化智能终端、光伏等领域国际

合作，搭建产业、技术、项目对接合作平台，积极推动优势产能“走

出去”。不断完善中日韩、中俄、中美、中欧等双边、多边工作机制，

拓展国际交流渠道，强化国际产业合作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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