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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内蒙古工业经济发展现状及形势判断

张巨富

一、上半年工业经济运

行总体逐步向好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环保督

查整改力度，积极培育战略性新

兴产业，全区工业经济运行总体

逐步向好，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双提升。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 5.8%，较去年全年加快 2.7

个百分点，较一季度加快 1.3 个

百 分 点 ；6 月 份 增 长 7.7%， 较

上月加快 2.8 个百分点。增速在

全国位次由去年底的第 28 位到

第 19 位，居周边 8 省区第 3 位、

西部 12 省区第 7 位。

（一）能源、化工、冶金行

业增长稳定向好，农畜产品加工

业、装备制造业和建材行业增速

放缓，高新技术行业增速加快

上半年，实现工业稳定增

长主要是能源原材料产品价格持

续保持稳定上涨所致，主要产

品产量实现增长，支柱行业稳

定增长。煤炭产量增长 5.6%、

发 电 量 增 长 14.2%， 能 源 行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7.1%， 对 工 业 增

长 贡 献 率 为 64.9% ；煤 制 烯 烃

产 量 增 长 13%、 煤 炭 油 增 长

10.2%、煤制气增长 14.3%，化

学行业增加值增长 8.7%，对工

业 增 长 贡 献 率 为 21.9% ；钢 材

产 量 增 长 17.6%、 有 色 金 属 产

量 增 长 24.4%， 冶 金 行 业 增 加

值增长 5.6%，对工业增长贡献

率 为 16.1% ；单 晶 硅 产 量 增 长

152.3%、多晶硅增长 29.5%、石

墨制品增长 27.0%、新能源汽车

增长 16.1 倍，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增长 19.4%，对工业增长贡

献率为 6.4%。

上半年，农畜产品加工业

受融资难、融资贵、创新能力不

足、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生产成

本大幅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等问题影响，行业整体增速放

缓，下降 3.6%，其中鲜冷藏肉

下降 61.4%、乳制品下降 5.1%，

烟草、白酒、啤酒产量分别下

降 21.7%、13.7%。 装 备 制 造 业

下降 8.2%，对工业增长贡献率

为 -9.9%，其下降主要原因是产

品低端传统、创新不足更新换代

慢，供给端与需求端不同步，其

中乘用车、铁路货车、风电装备

等订单少甚至没有，风电装备产

量下降 85.6%、铁路货车产量下

降 63.5%。

（二）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保持

较高水平，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企业营利水平和发展动力增强

6 月份，内蒙古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5.0%，内蒙

摘   要 ：近年来，内蒙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部分传统优势行业供求关系发生积极变化，煤炭、钢铁等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保持较高水平，今年上

半年全区工业经济保持了稳定向好发展态势，工业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分析当前工业发展面临的

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但当前工业发展正处在重要机遇期，一些有利因

素正在集聚。下半年要坚定信心，抓住机遇，扎实工作，推动内蒙古工业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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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PPI 调查的 34 个行业大类中，

上涨面 76%。7 月上旬，内蒙古

自治区经信委监测的 30 种工业

品价格同比上涨 26 种、环比上

涨或持平 17 种。随着去产能、

去杠杆、降成本工作稳定推进并

取得阶段性成果，宏观环境发生

了积极变化，工业产品价格持续

保持较高水平，推动企业稳定生

产实现盈利的基础。规上企业利

润由亏转盈已 24 个月。1-5 月

份，规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 增 长 13.2%、 利 润 总 额 增 长

24.7%、工业税收增长 29.0% ；

亏损企业亏损额下降 18.5%，均

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企业经营成

本降低，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下

降 1.7 个百分点、每百元主营业

务收入同比减少 1.1 元。

（三）努力打造电价洼地，

积极发挥优势招商，新产业培育

成效显著

近年来，内蒙古深化电力

体制改革，完善电力多边交易、

大用户直供等措施，构建电价

“洼地”优势，去年降低企业用

电成本 80.4 亿元，今年上半年

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34.8 亿元，

既稳定并提高了优势特色产业市

场竞争力，又通过低电价优势吸

引了一批新能源、新材料、环保

节能、高端装备、大数据、生物

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向内蒙古

集聚转移。

（四）各盟市工业增速多数

回升，西部发达地区增长势头总

体好于中东部地区，盟市间、盟

市内部发展不平衡较为突出

上半年，全区 12 个盟市中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回升的

有 7 个（呼和浩特市、包头市、

兴安盟、乌兰察布市、乌海市、

阿拉善盟、赤峰市），持平的有

1 个（呼伦贝尔市），回落的有 4

个（通辽市、锡林郭勒盟、鄂尔

多斯市、巴彦淖尔市）。西部 7

盟市中乌海市（工业增加值增长

21.5%）、包头市（10.2%）、呼和

浩特市（6.6%）高于全区增速，

乌兰察布市均增长 5.6% 接近全区

增速，鄂尔多斯市增长 4.4%，与

全区增速相差 1.3 个百分点，经济

总量小的巴彦淖尔市下降 0.2%、

阿拉善盟增长 2.4% ；而东部 5 盟

市中总量小的兴安盟（16.3%）

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总量

大 的 通 辽 市（-0.6%）、 赤 峰 市

（4.7%）、呼伦贝尔市（0.5%）、锡

林郭勒盟（4.0%）均低于全区增

速 ；东部与西部相差较大，西部

最高的乌海市（21.5%）与东部最

高的兴安盟（16.3%）相差 5.2 个

百分点 ；总量上差距也相当大，

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工业总量与

其它所有地区总量相当。

在各盟市内部，中心城市

与一般城市的分化也在加剧，一

些地区盟府所在城市占全盟市

经济比重接近甚至超过 40%，

如乌兰浩特市占全盟工业总量

的 70% 以上、临河区占巴彦淖

尔市 35% 以上、昆区占包头市

30% 以上，这背后既有区域集

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与公共资

源按照城市等级行政配置的制度

有关系。

（五）先行指标总体保持较

高水平，工业用电量增速高于去

年水平，货物发运量增速较去年

放缓

今年，加强电力体制改革

步伐，进一步扩大电力多边交易

范围 ；加强和完善与铁路部门协

调沟通机制，切实解决企业的铁

路运力紧张问题 ；主动适应国家

运输结构调整，联系国家和自治

区交通、铁路等部门，早谋划、

早安排铁路运力，煤电运要素得

到合理保障。上半年 , 全社会用

电量同比增长 14.1%, 同比提高

3.9 个 百 分 点， 高 于 全 国 7.8 个

百分点 ；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

12.7%，同比提高 2.5 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 5.2 个百分点。全区货

运量增长 9.4%，同比回落 2.5 个

百分点。其中铁路货运量增长

9.9%, 同 比 回 落 6.2 个 百 分 点 ；

公路货运量增长 9.1%, 同比回落

2.1 个百分点 ；民航发运量增长

3.3%，同比加快 3.4 个百分点。

二、工业下行压力依然

存在，工业增速与全国和年

初预期目标存在差距

上半年工业运行中仍存在

一些问题。一是规上工业增加值

月度波动较大。1-2 月增长 6.5%,3

月份增长 1%,4 月份增长 8.7%,5

月份增长 4.9%，6 月增长 7.7%。

二是传统产业需加速适应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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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5 月以来各地落实环保督

查“回头看”整改，关停 175 户

煤炭、建材、冶金、化工等不符

合环保要求的企业。三是工业投

资下降后劲不足。上半年，开复

工项目数同比减少 468 项，下降

48.0% ；投资额同比减少 1149.5

亿元，下降 64.5%。四是企业融

资难度进一步加大。受各种因素

影响，全区信贷增速持续放缓，

上半年全区贷款增速比去年同

期回落 6.6 个百分点，贷款增量

比去年同期少增 879.7 亿元。五

是新增因素支撑力不足。近两年

来工业投资回落，建成投产项目

少，形不成对工业增长的有力支

撑，今年上半年入规企业仅11户。

三、当前工业经济形势

判断

综合判断，全年工业经济

运行可能呈现前低后高的趋势，

下半年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向好

基本面不会改变，增速逐步接

近年初预期目标，全年将稳定

在 6.5% 至 7% 之间。一是宏观

环境持续向好。全国规上工业增

速已连续 12 个月保持在 6.5%-

6.9% 之 间， 经 济 总 量 大 的 广

东、江苏、浙江实现快速发展，

规 上 工 业 增 速 均 保 持 在 7% 以

上，全国经济稳中向好对能源原

材料产品需求增加，国家要求

内蒙古再释放 1-1.2 亿吨煤炭产

能 , 可拉动工业增长 2.5-2.6 个百

分点。二是政策环境不断改善。

今年国家出台一系列降税减费政

策措施，尤其是降低制造业增值

税税率、降低一般工商业用电价

格、降低交通物流成本、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等，将进一步释放企

业活力。三是企业生产经营效益

预期向好。全国 PMI 指数平均值

连续保持在 51% 以上，企业订

单、采购量等多项指标均有所回

升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等

指标均处于稳步上行通道，市场

信心持续增强，生产经营动力较

足。四是统计数据压实到位。8

月份以后消化数据的任务能够全

部到位 , 指标将有小幅反弹。

四、下半年的主要措施

（一）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

应着力研究提出新材料、生

物医药、电子信息、节能环保、

现代装备制造业、军民融合等产

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和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 ；推动工业

园区高质量发展，联合统计、国

土等部门建立单位面积投资、税

收贡献、绿色发展等考核评价体

系，加快水、土地、环境容量、

煤炭资源等要素资源清理配置。

（二）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落实煤炭去产能任务

按程序做好 22 处产能 1110

万吨退出煤矿关闭、验收、职工

安置等工作，完成今年煤炭去产

能任务。同时，协调增加煤炭铁

路运力，强化煤矿安全生产监

管，加快释放煤炭先进产能，努

力完成煤炭增产任务。深化电力

体制改革。稳步扩大电力多边交

易范围，适度调高火电企业电力

交易最低限价，建立煤炭价格和

煤炭企业生产用电之间的联动机

制，缓解火电企业因煤价上涨亏

损问题。大力推动产能置换。争

取国家差别化产业政策，积极推

动钢铁、电解铝等产能指标置换。

（三）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协调有关部门、盟市推动

涉企支持政策落实和未兑现、兑

现不到位招商引资承诺事项解

决。落实自治区政府《关于全面

实施煤炭资源市场化出让的意

见》，开展已配置但未落实转化

项目煤炭资源的清理，研究提出

煤炭矿业权出让收益提取比例，

推动设立自治区产业转型发展基

金。对工业园区新建企业投资备

案类项目，全部实行“投资承诺

制”，推行“多评合一”“多图联

审”等审批模式。

（四）全力以赴培育新增因素

协调有关盟市、部门集中

为符合条件的项目办理开工前期

手续，妥善解决已开工、但开工

前期手续不全问题，力争下半年

再新开工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48

项。协调统计部门推动投产企业

入规纳统，力争下半年新入规企

业 79 户，全年入规 90 户，全年

新增产值 200 亿元以上。

( 作者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经

信委经济运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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