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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经要闻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中国式现代化是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新华社北京 8月 15日电 8月 16 日出版的第 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文章强调，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

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

的鲜明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 5 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深

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这既是理论概括，也是实践要求，为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 

 

  文章指出，要把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变为成功实践，把鲜明特色变成独特

优势，需要付出艰巨努力。第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

著特征。中国 14 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

将极大地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也是难度最

大的现代化。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首先要考虑人口基数问题，考虑我国

城乡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大等实际，既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因循守旧，要保持历史

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第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要在推动高质

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决防止两极分化。第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

代化。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要坚持两手抓、

两手硬，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

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2 

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高品质的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第五，走和平发

展道路的现代化。坚持和平发展，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

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突出特征。我们要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

战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文章强调，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

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7 月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2023/08/15 10:00 来源：国家统计局 

   7 月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国民经济持续恢复，生产需求基本平稳，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一、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 

  

  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5.7%。分行业看，住宿和餐饮业，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分

别增长 20.0%、11.2%、7.6%、7.3%。1-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8.3%。

1-6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5%。7 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

指数为 51.5%，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8.7%，其中，航空运输、邮政快递、电信广



3 

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 60%

以上高位景气区间。 

  

  二、工业生产平稳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增长加快 

  

  7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环比增长 0.01%。分三大门

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制造业增长 3.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增长 4.1%。原材料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8%，比上月加快 2.0 个百

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4%；股份制企业增长 5.0%，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下降 1.8%；私营企业增长 2.5%。分产品看，太阳能电池、

新能源汽车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65.1%、24.9%。1-7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3.8%。7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3%，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

期指数为 55.1%。 

  

  三、市场销售继续恢复，服务消费较快增长 

  

  7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6761 亿元，同比增长 2.5%，环比下降 0.06%。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1920 亿元，同比增长 2.3%；乡村消费

品零售额 4841 亿元，增长 3.8%。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 32483 亿元，增长 1.0%；

餐饮收入 4277 亿元，增长 15.8%。在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

中西药品类，饮料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5.5%、3.7%、3.1%、3.0%。

1-7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64348 亿元，同比增长 7.3%。全国网上零售额

83097 亿元，同比增长 12.5%。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69856 亿元，增长 10.0%，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6.4%。1-7 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20.3%。 

  

  四、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1-7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85898 亿元，同比增长 3.4%。分

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6.8%，制造业投资增长 5.7%，房地产开发投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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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8.5%。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66563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6.5%；商品房销售额

70450 亿元，下降 1.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0.9%，第二产业投资

增长 8.5%，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1.2%。民间投资下降 0.5%。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

长 11.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11.5%、11.6%。高技

术制造业中，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

长 16.0%、13.9%；高技术服务业中，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投资

分别增长 44.9%、23.8%。7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环比下降 0.02%。 

  

  五、货物进出口同比下降，贸易结构继续优化 

  

  7 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 34563 亿元，同比下降 8.3%。其中，出口 20160 亿

元，下降 9.2%；进口 14403 亿元，下降 6.9%。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 5757 亿元。

1-7 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 235521 亿元，同比增长 0.4%。其中，出口 134728 亿

元，增长 1.5%；进口 100793 亿元，下降 1.1%。1-7 月份，一般贸易进出口同比增

长 2.1%，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65.4%，比上年同期提高 1.1 个百分点。民营企业

进出口增长 6.7%，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52.9%，比上年同期提高 3.1 个百分点。

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4.4%，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58.1%。 

  

  六、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平稳 

  

  7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3%，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本地户籍劳

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5.3%；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5.2%，其中外来农业户籍

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4.8%。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4%，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8.7 小时。 

  

  七、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降幅收窄 

  

  7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下降 0.3%，环比上涨 0.2%。分类别

看，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下降 0.5%，衣着价格上涨 1.0%，居住价格上涨 0.1%，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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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 0.2%，交通通信价格下降 4.7%，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2.4%，

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1.2%，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4.1%。在食品烟酒价格中，猪

肉价格下降 26.0%，鲜菜价格下降 1.5%，粮食价格上涨 0.3%，鲜果价格上涨 5.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8%，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

1-7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5%。 

  

  7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4.4%，降幅比上月收窄 1.0 个百分

点；环比下降 0.2%。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6.1%，降幅比上月收窄 0.4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0.5%。1-7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同比分

别下降 3.2%和 3.5%。 

  

  总的来看，7 月份，国民经济持续恢复，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也要看到，

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国内需求仍显不足，经济恢复向好基础仍待加固。下

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着力扩大内需、提振信心、防范风险，不断推动经济

运行持续好转、内生动力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持续改善、风险隐患持续化解，推动

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附注 

  

  （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及其分类项目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为实际增

长速度；其他指标除特殊说明外，均按现价计算，为名义增长速度。 

  

  （2）规模以上工业的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

业。 

  

  由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范围每年发生变化，为保证本年数据与上年可比，计

算产品产量等各项指标同比增长速度所采用的同期数与本期的企业统计范围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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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相一致，和上年公布的数据存在口径差异。主要原因：一是统计单位范围发生

变化。每年有部分企业达到规模纳入调查范围，也有部分企业因规模变小退出调

查范围，还有新建投产企业、破产、注（吊）销企业等影响。二是部分企业集团

（公司）产品产量数据存在跨地区重复统计现象，根据专项调查对企业集团（公

司）跨地区重复产量进行了剔重。 

  

  （3）服务业生产指数是指剔除价格因素后，服务业报告期相对于基期的产

出变化。 

  

  （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范围是从事商品零售活动或提供餐饮服务的

法人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户。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单位、个体户）、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

（单位、个体户）、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个体户）。 

  

  由于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个体户）范围每年

发生变化，为保证本年数据与上年可比，计算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等各项

指标同比增长速度所采用的同期数与本期的企业（单位、个体户）统计范围相一

致，和上年公布的数据存在口径差异。主要原因是每年都有部分企业（单位、个

体户）达到限额标准纳入调查范围，同时也有部分企业（单位、个体户）因规模

变小达不到限额标准退出调查范围，还有新开业企业、破产、注（吊）销企业

（单位、个体户）的影响。 

  

  网上零售额是指通过公共网络交易平台（包括自建网站和第三方平台）实现

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之和。商品和服务包括实物商品和非实物商品（如虚拟商

品、服务类商品等）。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不包括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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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服务零售额指企业（产业活动单位、个体户）以交易形式直接提供给

个人和其他单位非生产、非经营用的服务价值总和，旨在反映服务提供方以货币

形式销售的属于消费的服务价值，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教育、卫生、体育、

娱乐等领域服务活动的零售额。 

  

  （6）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按可比口径计算。 

  

  （7）进出口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 

  

  （8）就业人员是指 16周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

入而从事一定社会劳动的人员。 

  

  （9）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附表 

  

2023 年 1-7 月份主要指标数据 

  

指 标 

7 月 1-7 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3.7 … 3.8 

（一）分三大门类         

采矿业 … 1.3 … 1.7 

制造业 … 3.9 … 4.2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 
… 4.1 … 4.1 

（二）分经济类型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 3.4 … 4.3 

其中：股份制企业 … 5.0 … 4.5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 -1.8 … 0.4 

其中：私营企业 … 2.5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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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7 月 1-7 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三）主要行业增加值         

纺织业 … -0.3 … -2.1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 9.8 … 7.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3.4 … -0.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 15.6 … 6.7 

通用设备制造业 … -1.4 … 2.8 

汽车制造业 … 6.2 … 12.0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 1.0 … 6.9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 10.6 … 15.1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 
… 0.7 … 0.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 4.6 … 4.4 

（四）主要产品产量         

生铁 (万吨) 7760 10.2 52892 3.5 

粗钢 (万吨) 9080 11.5 62651 2.5 

钢材 (万吨) 11653 14.5 78900 5.4 

水泥 (万吨) 17618 -5.7 112677 0.6 

十种有色金属 (万吨) 603 4.2 4232 7.0 

硫酸（折 100％） (万吨) 765 2.1 5443 0.7 

烧碱（折 100％） (万吨) 329 -0.8 2345 2.0 

乙烯 (万吨) 241 5.2 1783 5.3 

化学纤维 (万吨) 632 17.1 3988 5.0 

平板玻璃 (万重量箱) 8221 -5.4 55054 -8.7 

微型计算机设备 (万台) 2642 -22.3 18877 -24.4 

集成电路 (亿块) 292 4.1 1912 -3.9 

汽车 (万辆) 232.4 -3.8 1540.8 4.5 

其中：轿车 (万辆) 82.5 -12.2 552.1 0.8 

发电量（亿千瓦时） 8462 3.6 50130 3.8 

原煤（万吨） 37754 0.1 267182 3.6 

焦炭（万吨） 4043 3.7 28434 1.9 

原油加工量（万吨） 6313 17.4 42671 10.9 

（五）产品销售率（%） 97.8 0.1(百分点) 97.5 
0.5(百分

点) 

（六）出口交货值（亿元） 12023 -6.4 82477 -4.9 

二、服务业生产指数 … 5.7 … 8.3 

三、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亿元） 
… … 285898 3.4 

其中：民间投资 … … 149436 -0.5 

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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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7 月 1-7 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第一产业 … … 6066 -0.9 

第二产业 … … 89385 8.5 

第三产业 … … 190446 1.2 

四、房地产开发         

（一）房地产开发投资（亿元） … … 67717 -8.5 

其中：住宅 … … 51485 -7.6 

办公楼 … … 2689 -8.1 

商业营业用房 … … 4837 -18.3 

（二）房屋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 … 799682 -6.8 

其中：住宅 … … 563026 -7.1 

办公楼 … … 31754 -5.7 

商业营业用房 … … 69684 -9.4 

（三）房屋新开工面积（万平方

米） 
… … 56969 -24.5 

其中：住宅 … … 41546 -25.0 

办公楼 … … 1515 -20.1 

商业营业用房 … … 3849 -25.0 

（四）房屋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 … 38405 20.5 

其中：住宅 … … 27954 20.8 

办公楼 … … 1164 22.2 

商业营业用房 … … 2806 5.7 

（五）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

米） 
… … 66563 -6.5 

其中：住宅 … … 57623 -4.3 

办公楼 … … 1430 -18.3 

商业营业用房 … … 3418 -19.8 

（六）商品房销售额（亿元） … … 70450 -1.5 

其中：住宅 … … 63184 0.7 

办公楼 … … 1922 -20.2 

商业营业用房 … … 3616 -17.0 

（七）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亿元） 
… … 78217 -11.2 

其中：国内贷款 … … 9732 -11.5 

   利用外资 … … 30 -43.0 

   自筹资金 … … 23916 -23.0 

   定金及预收款 … … 27377 -3.8 

   个人按揭贷款 … … 13950 -1.0 

商品房待售面积（万平方米） … … 64564 17.9 

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36761 2.5 264348 7.3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3762 0.3 98982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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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7 月 1-7 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一）按经营地分         

城镇 31920 2.3 229452 7.3 

乡村 4841 3.8 34897 7.7 

（二）按消费类型分         
餐饮收入 4277 15.8 28606 20.5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 1116 10.9 7365 21.4 

商品零售 32483 1.0 235742 5.9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 12646 -0.5 91617 5.3 

粮油、食品类 1431 5.5 10595 4.9 

饮料类 243 3.1 1674 1.3 

烟酒类 391 7.2 3035 8.4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961 2.3 7776 11.4 

化妆品类 247 -4.1 2315 7.2 

金银珠宝类 218 -10.0 1905 13.6 

日用品类 566 -1.0 4305 4.2 

体育、娱乐用品类 91 2.6 676 9.4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726 -5.5 4993 0.0 

中西药品类 509 3.7 3820 10.1 

文化办公用品类 305 -13.1 2199 -5.3 

家具类 126 0.1 811 3.2 

通讯器材类 447 3.0 3651 4.0 

石油及制品类 1974 -0.6 13333 6.2 

汽车类 3855 -1.5 26265 5.5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122 -11.2 853 -7.3 

六、进出口（亿元）         

进出口总额 34563 -8.3 235521 0.4 

出口额 20160 -9.2 134728 1.5 

进口额 14403 -6.9 100793 -1.1 

七、居民消费价格 … -0.3 … 0.5 

食品烟酒 … -0.5 … 1.8 

衣着 … 1.0 … 0.8 

居住 … 0.1 … -0.1 

生活用品及服务 … -0.2 … 0.4 

交通通信 … -4.7 … -2.6 

教育文化娱乐 … 2.4 … 1.8 

医疗保健 … 1.2 … 1.0 

其他用品及服务 … 4.1 … 3.0 

八、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 -4.4 … -3.2 

生产资料 … -5.5 … -4.3 

 采掘 … -14.7 …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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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7 月 1-7 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原材料 … -7.6 … -5.3 

 加工 … -3.8 … -3.5 

生活资料 … -0.4 … 0.4 

 食品 … -0.9 … 1.0 

 衣着 … 1.5 … 1.6 

 一般日用品 … 0.8 … 0.6 

 耐用消费品 … -1.5 … -0.7 

九、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 -6.1 … -3.5 

注： 

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及其分类项目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其他指标除特殊说明外，增长速度

均按现价计算。 

2.进出口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 

3.此表中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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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7% 

2023/08/15 10:00 来源：国家统计局 

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3.7%（增加值增速均为扣除价格

因素的实际增长率）。从环比看，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0.01%。1—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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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三大门类看，7 月份，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制造业增长 3.9%，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4.1%。 

  

  分经济类型看，7 月份，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4%；股份制企业增

长 5.0%，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下降 1.8%；私营企业增长 2.5%。 

  

  分行业看，7 月份，41 个大类行业中有 23 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其

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 0.4%，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 4.2%，农副食品加工

业增长 3.0%，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下降 3.1%，纺织业下降 0.3%，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9.8%，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下降 3.4%，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增长 15.6%，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8.9%，通用设备制造业下

降 1.4%，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1.5%，汽车制造业增长 6.2%，铁路、船舶、航空

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 1.0%，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10.6%，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0.7%，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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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产品看，7 月份，620 种产品中有 303 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钢材 11653

万吨，同比增长 14.5%；水泥 17618 万吨，下降 5.7%；十种有色金属 603 万吨，

增长 4.2%；乙烯 241 万吨，增长 5.2%；汽车 232.4 万辆，下降 3.8%，其中新能

源汽车 75.2 万辆，增长 24.9%；发电量 8462 亿千瓦时，增长 3.6%；原油加工量

6313 万吨，增长 17.4%。 

  

  7 月份，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 97.8%，同比提高 0.1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实

现出口交货值 12023 亿元，同比名义下降 6.4%。 

  

2023 年 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主要数据 

  

指标 

7 月 1—7 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3.7 … 3.8 

分三大门类         

 采矿业 … 1.3 … 1.7 

 制造业 … 3.9 … 4.2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 … 0.7 … 1.6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4.1 … 4.1 

分经济类型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 3.4 … 4.3 

 其中：股份制企业 … 5.0 … 4.5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 -1.8 … 0.4 

 其中：私营企业 … 2.5 … 2.0 

主要行业增加值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 0.4 … 1.5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 4.2 … 4.0 

 农副食品加工业 … 3.0 … -0.3 

 食品制造业 … 0.0 … 2.3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 -3.1 … -0.3 

 纺织业 … -0.3 … -2.1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 9.8 … 7.8 

 医药制造业 … -3.5 … -4.6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 3.6 … 1.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3.4 … -0.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 15.6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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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 8.9 … 7.6 

 金属制品业 … 1.4 … 1.6 

 通用设备制造业 … -1.4 … 2.8 

 专用设备制造业 … 1.5 … 4.9 

 汽车制造业 … 6.2 … 12.0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 
… 1.0 … 6.9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 10.6 … 15.1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0.7 … 0.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 4.6 … 4.4 

主要产品产量         

 布（亿米） 26 -5.9 176 -5.4 

 硫酸（折 100％）（万吨） 765 2.1 5443 0.7 

 烧碱（折 100％）（万吨） 329 -0.8 2345 2.0 

 乙烯（万吨） 241 5.2 1783 5.3 

 化学纤维（万吨） 632 17.1 3988 5.0 

 水泥（万吨） 17618 -5.7 112677 0.6 

 平板玻璃（万重量箱） 8221 -5.4 55054 -8.7 

 生铁（万吨） 7760 10.2 52892 3.5 

 粗钢（万吨） 9080 11.5 62651 2.5 

 钢材（万吨） 11653 14.5 78900 5.4 

 十种有色金属（万吨） 603 4.2 4232 7.0 

  其中：原铝（电解铝）（万吨） 348 1.5 2362 2.8 

 金属切削机床（万台） 5 -2.1 35 -1.7 

 工业机器人（套） 34274 -13.3 256260 3.8 

 汽车（万辆） 232.4 -3.8 1540.8 4.5 

  其中：轿车（万辆） 82.5 -12.2 552.1 0.8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

（SUV）（万辆） 
92.5 0.5 589.2 4.1 

  其中：新能源汽车（万辆） 75.2 24.9 435.8 33.2 

 发电机组（发电设备）（万千瓦） 1128 15.7 10958 29.0 

 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万千瓦） 4450 65.1 27661 56.3 

 微型计算机设备（万台） 2642 -22.3 18877 -24.4 

 移动通信手持机（万台） 12101 5.2 81002 -1.6 

  其中：智能手机（万台） 8880 1.6 59251 -7.9 

 集成电路（亿块） 292 4.1 1912 -3.9 

 原煤（万吨） 37754 0.1 267182 3.6 

 焦炭（万吨） 4043 3.7 28434 1.9 

 原油（万吨） 1731 1.0 12237 1.9 

 原油加工量（万吨） 6313 17.4 42671 10.9 

 天然气（亿立方米） 184 7.6 1340 5.7 

 发电量（亿千瓦时） 8462 3.6 50130 3.8 

  火力发电量（亿千瓦时） 5997 7.2 35474 7.5 

  水力发电量（亿千瓦时） 1211 -17.5 5717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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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能发电量（亿千瓦时） 380 2.9 2499 5.9 

  风力发电量（亿千瓦时） 614 25.0 4836 16.8 

  太阳能发电量（亿千瓦时） 259 6.4 1604 7.9 

 产品销售率（%） 97.8 0.1(百分点) 97.5 0.5(百分点) 

 出口交货值（亿元） 12023 -6.4 82477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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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指标解释 

  

  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即工业增长速度，是用来反映一定时期工业生产物量

增减变动程度的指标。利用该指标，可以判断短期工业经济的运行走势和经济的

景气程度，也是制定和调整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产品销售率：是销售产值和工业总产值的比率，用来反映工业产品的产销衔

接情况。 

  

  出口交货值：是指工业企业自营（委托）出口（包括销往香港、澳门、台湾

地区）或交给外贸部门出口的产品价值，以及外商来样、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和

补偿贸易等生产的产品价值。 

  

  日均产品产量：是以当月公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量除以该月日历天数

计算得到。 

  

  2、统计范围 

  

  规模以上工业的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 

  

  由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范围每年发生变化，为保证本年数据与上年可比，计

算产品产量等各项指标同比增长速度所采用的同期数与本期的企业统计范围尽可

能相一致，和上年公布的数据存在口径差异。主要原因是：（一）统计单位范围

发生变化。每年有部分企业达到规模纳入调查范围，也有部分企业因规模变小退

出调查范围，还有新建投产企业、破产、注（吊）销企业等影响；（二）部分企

业集团（公司）产品产量数据存在跨地区重复统计现象，根据专项调查对企业集

团（公司）跨地区重复产量进行了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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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调查方法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生产报表按月进行全面调查（1月份数据免报）。 

  

  4、行业分类标准 

  

  执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7）。 

  

  5、环比数据修订 

  

  根据季节调整模型自动修正结果，对 2022年 7月至 2023年 6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环比增速进行修订。修订结果及 2023年 7月份环比数据如下： 

  

年份 月份 环比增速（%） 

2022 年 

7 月 0.35 

8 月 0.24 

9 月 0.83 

10 月 0.18 

11 月 -0.24 

12 月 0.13 

2023 年 

1 月 0.42 

2 月 0.27 

3 月 0.56 

4 月 -0.23 

5 月 0.63 

6 月 0.68 

7 月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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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化 

国内 

 广西石油全力保供南海伏季开海作业用油 

2023-08-17 来源：中国石化新闻网 

8 月 16 日，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当地渔港码头迎来渔船加油高峰，广

西石油海上供油中心超前部署，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质量，全力为出海渔船加好“第

一船油”。截至开海当天，累计向 700 船次渔船加油超 8000 吨，同比增幅近 30%，

创历史新高。 

 

开海前夕，广西石油聚焦“百日攻坚创效行动”，紧盯渔港码头“开海”时机，

强化资源统筹调度，依托公路发油提前垫高海上供油中心柴油库存；组织员工提前

检修设施设备，调试发油系统，筑牢安全防线；组织客户经理提前走访渔民客户，

宣传营销政策，提前锁定海上市场销量。 

 

针对开海期间渔船排队加油拥堵现象和近期雷雨天气较多，优化人员排班，组

建“党员帮帮团”深入一线开展轮值帮扶，在发油现场开通多条加油“绿色通道”，

向船只提供“随到随加”服务。设置渔民休息室，购置便民雨具，完善渔船停靠、

加水、加冰等增值服务，将易捷便利店前移至加油现场，为渔民提供海上生活必需

品购买补给服务。 

 

 广东石油建成投用系统内首个加氢实训基地 

2023-08-15  来源：中国石化新闻网 

8月 8日，位于广东石油黄埔油库的加氢仿真模拟实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顺利

通过中国石化专家组实地验收，标志着系统内首个加氢实训基地建成投用。 



24 

 

加氢站属于高压临氢环境，现场安全严格受限受控，为有效解决加氢实训过程

中学员不能临近操作等问题，销售公司在广东石油建设该加氢实训基地。该基地采

用实物改造、仿真模型、数字信号模拟等手段，真实还原加氢站全流程操作工艺，

通过使用数字信号模拟介质传输，实现真实设备在虚拟运行状态下卸气、加氢等操

作，同时辅以 VR 沉浸式体验培训，保障培训效果真实。 

 

此外，该基地还创新构建卸氢柱氢气泄漏和加氢机氢气泄漏火灾等典型安全事

故的模拟场景，为应急响应、抢险实施、善后处理等演练提供训练场景。基地投用

后将面向所有销售企业提供加氢站员工实训服务，为系统内氢能技术人才储备提

供有力支撑。 

 

国际 

 IEA：7 月全球石油供应大幅下降 

2023-08-17 来源：中国石化新闻网 

据 8 月 11 日消息称，国际能源署(IEA)周五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欧佩克集

团主要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大幅减产，导致 7月份全球石油日产量暴跌 91万桶，至

1.009亿桶。 

 

本月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表示，将把目前的 100万桶/日减产计划延长至 9

月。该国最初在 7月减产，并将减产延长至 8月。 

 

该机构表示，沙特阿拉伯 7 月减产 92 万桶，至 906 万桶。除了 2020—2021

年期间，沙特原油供应自 2011年以来从未如此低。 

 

根据 IEA的数据，今年全球石油产量预计将增加 150 万桶/天，达到历史最高

的 1.015亿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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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巴西、圭亚那等非欧佩克+国家预计将增加 190 万桶/天的产量，占今

年全球供应量的 49%。 

 

到 2024年，全球石油消费增长预计将放缓至 100万桶/日，总需求将达到 1.03

亿桶/日。 

 

非欧佩克+国家明年将主导全球供应增长，增加 130 万桶/天，将其石油总产

量的份额提高到 49.6%。然而，欧佩克+的产量将录得 16 万桶/日的有限增长。 

 

该机构预计，到 2023 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增加 220 万桶/日，达到 1.022 亿

桶/日，其中中国占增长的 70%以上。夏季航空旅行、发电用油的增加以及石化活

动的激增，都推动了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 

 

IEA将其对 2024年全球需求增长的预测下调了 15万桶/日。预计到 2024年，

全球石油需求将增加 100万桶/日，达到 1.032亿桶/日。 

 

 2022 年北海油气行业花费 17.6 亿美元用于退役 

2023-08-14  来源：中国石化新闻网 

据世界石油网站 8 月 9 日报道，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去年北海油气行业花费

了 16亿英镑(17.6 亿美元)退役多余的油井和基础设施，这比过去五年的任何一年

都要多。 

 

根据最新的《北海过渡管理局(NSTA)退役成本和绩效报告》显示，从 2017 年

到 2022年，该行业总共花费了约 80 亿英镑(87.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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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在未来十年，每年将有 20 亿英镑(22 亿美元)用于退役，这是一个巨大

的机会，可以继续发展该领域的技能和经验，并通过巩固其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帮

助该供应链赢得海外利润丰厚的合同。 

 

令人鼓舞的是，去年向 NSTA提交的供应链行动计划(SCAP)中列出的英国北海

退役项目中，约有 70%的工作是由英国供应商负责的。 

 

这表明该行业正在履行其北海过渡协议的承诺，确保至少一半的退役项目支

出用于英国供应链，并履行其在油田停止生产后清洁和拆除基础设施的法律义务。 

 

由于油气行业愿意分享经验和数据，并采用新技术和创新的商业模式，该行

业在经济高效、安全的退役项目实施方面也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 

 

然而，面对其他地区和行业(如海上风电)对设备、船舶和服务的需求增加等

因素，实现进一步的改进将具有挑战性，这些因素推高了价格，使退役的总成本估

计达到 400亿英镑(439亿美元)。 

 

NSTA 相信行业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实现其成本效益目标，到 2028 年底将预

算降至 333亿英镑(365.5亿美元)。然而，运营商必须努力实现他们商定的时间表

和承诺，与供应链更加协作，更早地分享他们的计划，确保资源在正确的时间可用。 

 

NSTA正在通过引入新的关键绩效指标和基准来提供持续的支持，这些指标和

基准是与行业共同开发的，并以新数据集的收集为基础，包括完成特定任务所需的

时间长度、雇用的船员数量和使用的船舶类型。 

 

新的指标将更全面地反映退役项目的计划和执行情况，帮助行业确定提高整

体绩效和实现成本效益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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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金建材卫浴 

 工信部批准发布 3 项建材行业标准、14 项计量技术规范 

2023年 08 月 17日  来源：中国建材信息总网 
  8 月 1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发布 412 项行业标准，其中化工行业 55

项、黑色冶金行业 18项、有色金属行业 1项、建材行业 3 项、机械行业 38项、

轻工行业 68项、纺织行业 7项、兵工民品 3项、电子行业 53项、通信行业 166

项。 

  批准发布 122项行业计量技术规范，其中石化行业 25项、有色金属行业 5

项、建材行业 14 项、机械行业 24 项、轻工行业 7项、纺织行业 9项、兵工民

品行业 10项、电子行业 18项、通信行业 10项。 

据了解，3项建材行业标准分别为：《JC/T 60017-2023 水泥厂预应力混

凝土筒仓技术规范》，本文件规定了水泥厂预应力混凝土筒仓的术语、基本规

定、贮料作用力的计算、预应力损失和有效应力的计算、构造与施工技术措施，

适用于贮存水泥生料、熟料、水泥、小粒径石灰石等散料，平面形状为圆形，

仓壁部位采用后张预应力混凝土的筒仓设计及施工；《JC/T 60018-2023 现浇

混凝土养护技术规范》，本文件规定了现浇混凝土养护的术语、基本规定、养

护材料、养护工艺、养护监测与效果评价等，适用于现浇混凝土结构所采取的

外部养护技术；《JC/T 60019-2023 预应力孔道压浆材料应用技术规程》，本

文件规定了预应力孔道压浆材料的术语、材料、施工、质量检验与验收，适用

于后张法预应力中孔道压浆材料的选用、检测、施工、质量检验与验收。据悉，

上述 3项标准均将于 2024年 2月 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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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项建材行业计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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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矿产有色钢材 

国内 

 我国首个薄煤层气大规模开发项目全面投产 

2023-08-17 来源：中国矿业网 

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今日，我国首个薄煤层气大规模开发项目——潘河区块

薄煤层气开发项目全面建成投产，我国薄煤层气大规模开发取得新进展，为薄煤层

气的高效开发利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据介绍，潘河区块薄煤层气开发项目位于山西沁水盆地南部，累计建井 212口，

单井最高日产达 11000 立方米，平均日产量超 2500 立方米。自 2020 年底试采至

今，潘河区块薄煤层气累计产量达到 1.8 亿立方米，日产量占比已攀升至该区块

总产量的 1/2，实现了由储量向产量的高效转化。 

 

煤层气是指与煤炭伴生、以吸附状态储存于煤层内的非常规天然气，俗称“瓦

斯”。开发利用煤层气，不仅能够有效解决煤矿瓦斯治理问题，保障采煤安全，而

且可以提供清洁能源，助力环境保护。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我国煤层气商业规模化开发主要集中在沁水盆地、鄂尔多

斯盆地的主力煤层。经过多年开发，主力煤层产气量递减严重，需要加快薄煤层开

发，实现产能接替发力。薄煤层一般指地下开采厚度小于 1.3米的煤层。与主力煤

层相比，薄煤层如同“千层饼”，含气量差异大、资源丰度相对差，长期被视为煤

层气开发中的“边际资源”。 

 

“潘河区块有多套薄煤层发育，薄煤层气储量可观，但平均厚度仅 0.6米，只

有目前主力煤层厚度的十分之一，此外还具有多层叠置、单层展布不均以及纵向多

层跨度较大等特点，开采难度大。”中国海油中联公司副总工程师米洪刚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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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油对薄煤层开发进行了集中攻关，构建了薄煤层气立体勘探开发技术体系，

实现了对薄煤层气的资源提储与高效利用。 

 

中国海油中联公司副总经理朱光辉表示，潘河区块薄煤层气开发项目的投产

为国内薄煤层气经济高效开发提供了新思路。未来，中联公司将加强科技创新攻关，

探索煤层气高效开发新技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国家能源局此前召开的 2023 年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工作推进会表示，

下一步，全国能源系统和油气行业，将统筹科技攻关与成果应用，构建科学长效发

展战略，树立战略自信，坚定必胜信心，坚定不移加大油气增储上产，坚决保障我

国油气核心需求。 

 

国际 

 智利希望新的锂战略能实现多目标 

2023-08-14 来源：中国矿业网 

据 Mining.com 网站援引彭博通讯社报道，智利政府希望新的锂战略能在吸引

更多外商投资的同时深化国际贸易关系。 

智利贸易部副部长克劳蒂娅·桑惠莎（Claudia Sanhueza）透露，政府在同有

意投资该国锂产业的十多个国家的 40多家投资机构谈判，但她没有透露更多细节。 

桑惠莎在底特律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的锂

计划将深化智利与其他国家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关系”。 

上个月，智利政府披露了一项新的模式，国家将控股未来公私合作开发的锂矿

项目。政府的目的是吸引更多私人投资，但是也希望强化国家干预，以保护环境和

提高附加值。 

智利拥有世界最大锂储量，锂对于全球清洁能源转型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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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们来说，下一步的最大挑战是是否有能力提高矿石的附加值”，桑惠

莎表示。 

   

 印尼允许部分矿石继续出口 

2023-08-14 10:59:37 来源：中国矿业网 

  据 Mining.com 网站援引路透社报道，印度尼西亚矿业部长周三向议会陈述，

尽管出口禁令迫在眉睫，但由于企业很难在本土建成冶炼厂来加工矿石，下年还将

继续出口一些原材料。 

  为鼓励投资本土加工业，这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原本计划从 6 月份开始禁止出

口所有金属矿石。 

  印尼能矿部长阿里芬·塔斯里夫（Arifin Tasrif）表示，明年 5 月份之前，

铜、铁矿石、铅、锌和铜精矿阳极泥仍可出口。因此，大多数因疫情推迟的冶炼厂

要准备好处理这些材料。 

  他说，过早禁止出口使国家收入减少和就业机会丧失。 

  如果缴纳出口税并且其冶炼厂至少在一月份已建成一半，那么企业就可以继

续出口。但是如果推迟则每个月都将面临罚款，阿里芬称。 

  印尼政府称，自由港印尼公司（Freeport Indonesia）和安曼努萨登加拉矿产

公司（Amman Mineral Nusa Tenggara）不受禁令影响，因为这两家公司的冶炼厂

建设也因为疫情而推迟。 

  但是，铝土矿出口将从 6月份开始禁止，阿里芬称，因为 4座现有冶炼厂能够

吸纳准备出口的矿石。 

  “通过这四座冶炼厂的工艺流程优化，能够增加 19亿美元的出口额，…因此

政府仍然能够获得净收益”，他说。 

  但是，印尼铝土矿和铁矿石企业协会会长罗纳尔多·苏利斯蒂安托（Ronald 

Sulistianto）却说，该国目前只有两个在产铝土矿选冶厂。 

  “我们的铝土矿产量为 3000万吨，这些产品去哪里？如果这些矿石不能消耗

掉，许多人将失去工作”，他说。从铝土矿生产氧化铝的每个冶炼厂每年只能处理

大约 600万吨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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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阿里芬指出，尽管企业称已经 66%完成，但其实 8个在建的铝土矿加工

厂中，有七个才“破土动工”。 

  罗纳尔多称，由于融资困难，包括国有银行认为仍有风险，这些项目进展甚微。 

  2020 年，印度尼西亚禁止出口镍矿石，引起全球市场动荡。但是，这项政策

也带来大量冶炼厂投资，帮助这个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增加了出口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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