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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如我们在之前报告中指出，产业经济的恢复、振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产业经济在三

季度进一步探底，产业景气指数为 47，呈轻度收缩状态。生产、就业轻度下降。企业投资

疲软，仅有 2%的企业在三季度进行了扩张型固定资产投资。 

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仍是需求不足。开工率明显下降。高达 56%的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

供大于求，扩散指数为 77，均为自去年二季度本调查开始以来最高。与严重产能过剩相应，

产品价格呈下降趋势，扩散指数为 42。经济呈通缩状态，尤其资本品价格下降最为严重，

扩散指数仅为 36，显然是疲软的投资所致。 

由于产能过剩，投资疲软，企业并没有多少融资需求。因而，融资仍然不是产业发展的

瓶颈。政府应制定长远政策，扩大内需，并鼓励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而放宽货币政策最多

只能防止经济下滑，其本身不能振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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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从 2014 年二季度开始，针对约 2000 家工业企业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季度调查。

调查覆盖了不同行业、地区（省份）和规模的企业，我们基于调查数据构建的产业经济景气

指数是目前为止最全面、可靠地反映产业经济整体状况的指数。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问卷

设计力图揭示经济表现好坏的内在机制。 

2015 三季度调查回收的企业样本为 2007 家，其中 1495 家来自今年二季度调查过的企

业。调查的起始样本为通过对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即销售额大于 5 百万人民币）的 48.8

万家企业进行以行业、地区及规模分层的随机抽样产生。调查采取电话访谈的方式。附录 A

详细介绍采样、访谈过程和季节性因素对调查的影响，并将回收的样本与国家统计局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的总体进行对比。我们的样本在行业、地区、规模及企业财务指标各方面均具有

很好的代表性。 

 

一、产业经济总体状况：持续探底 

产业经济在三季度进一步探底。产业景气指数在三季度为 47，呈轻度收缩。2我们构造

的产业景气指数包含当前经营状况、预期经营状况变化以及投资时机这三个子指标。该指数

的构造方法与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Consumer Sentiment Index）类似。和现有的经济指

数相比，该指数能够反映经济绝对景气程度，并且具有前瞻性。 

如图 1 所示，构成产业经济指数的三个子指标有较大分化。关于企业经营状况（图 2）

19%的企业回答“良好”，76%的企业回答“中等”，5%的企业回答“困难”，其扩散指数为 57，

与二季度基本持平。企业预期下季度经营状况基本持平，扩散指数为 52。最弱的指标是投

资，当被问到当前是否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好时机时，只有 2%的企业认为“是”， 60%为“一般”，

38%的企业回答为“不是”。对应的扩散指数为 32，与二季度持平，且远低于荣枯点 50（图 3）。

与此相应，有固定资产投资的企业比例仅为 10%（二季度为 9%）。只有 2%（二季度为 3%）

的企业投资规模高于其总资产的 3%（这个投资水平大致可以抵消折旧）。疲软的投资将进一

步持续：仅有 1.4%的企业预计会在四季度进行投资，且大部分（70%）企业的投资将用于现

有设备和厂房维修更新而非扩大产能。 

图 4 显示，企业生产量和用工情况的扩散指数三季度为 48，稳中有降。产品价格水平

在三季度明显下降，扩散指数为 42，较二季度（44）的降幅更大。因此，经济已进入通缩

状态。其中资本品价格下降最为严重，扩散指数仅为 36，显然是疲软的投资所致。 

表 1 反映了不同类型企业在过去两个季度的经营状况。整体来看，不同产权企业间的经

营状况差异最大：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明显好于集体和民营企业。此外，不同规模和产品类

型表现类似。 

表 2 中我们进一步分行业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分析。行业分类采用国家统计局的 35 个

                                                             
2
 扩散指数所基于的问题为多选题，含类似于“好”、“中”、“差”或“上升”、“持平”、“下降”

的三个选项。扩散指数的计算方法为：“好”企业百分比 +“中”企业百分比*0.5。扩散指数在 0 和 100 之

间，越高代表状况越好，50 为荣枯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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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数行业。产业景气程度存在很大的行业差异：产业景气指数最高为 64，最低为 36。前

三名的行业分别为医药（64），印刷（57）和家具（56）。经营状况最令人担忧的行业是非金

属矿采（36），黑色金属加工（38），农副食品（39），木材加工（39）和纺织业（40）。

在这些最令人担忧的行业中，非金属矿采选业和纺织业从 2014 四季度以来有三次上榜，黑

色金属加工有四次榜上有名，农副食品在 2015 年一季度以来持续上榜。3 

表 3 反映分地区的经营状况。产业景气程度的地区差异小于行业差异，各地区的产业景

气指数介于 40 到 57 之间。后五名为贵州（40）、山西（43）、河南（43）、河北（43）、

吉林（44）。其中贵州自从 2014 年三季度起就榜上有名。4 

 

二、挑战及重点 

产业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需求不足。70%的企业认为订单不足是制约下季度生产

的重要因素，较上季度的 55%更为严重（图 3）。其次是成本，14%的企业回答“劳动力成本”，

9%的企业回答“原材料成本”。其它较重要因素为宏观、行业政策（7%）和回款困难（6%）。

而融资不是瓶颈，仅有 2%的企业将之列为制约生产的因素。这些结果在过去几个季度的调

查中高度一致。 

2.1 最大的挑战：产能过剩进一步恶化 

如我们在之前报告中指出，过剩产能的消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今年三季度产能过剩的

矛盾在恶化，高达 56%的企业回答其产品在国内市场供大于求，反映国内需求不足的扩散指

数为 77。两者均为 2014 二季度调研以来历史最高。此外，国内市场的情况比国际市场更糟

糕。被调查的企业中约有 46%的企业有产品出口，国际市场的扩散指数为 68，较国内的扩

散指数低 10 个点，这与之前调查的结果相符。 

相应地，如图 6B 所示，60%的企业开工率不足 90%，较上季度的 34%有大幅上升，而

开工率不足 70%的企业占比从二季度的 9%骤升至 20%。同时 32%的企业表示产能过剩超过

10%，18%的企业产能过剩超过 20%（图 6C）。如果一个行业（地区）里有 10%的企业认为

其产能过剩超过 20%，我们就将这个行业（地区）归类为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地区）。产

能过剩严重行业数目从二季度的 19 个进一步上升到三季度的 21 个（行业总数：35）；产能

过剩严重地区从二季度的 23 个上升到三季度的 24 个（地区总数：31）。 

在 2015 年三季度，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前三为电器机械、非金属采矿和石油加工。以

同样的划分标准，山西省、陕西省和北京、河南省（并列第三）在三季度成为产能过剩严重

地区的前三（产能过剩排名见附录表 1.1、1.2）。之前最不景气的五个行业中，除纺织业和

木材加工业之外，其余均为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 

                                                             
3
 煤炭和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景气指数分别为 8 和 17。但因企业样本数不足 3，未在排名之列。 

4
 贵州虽排名后五，但近期 GDP 增长不错。理论上，我们的景气指数和 GDP 增长不完全对应。（1）我们

是制造业，GDP 含金融、服务业。（2）我们指标不是增长，而是包含绝对水平及前瞻性的投资，这恰恰是

我们的优势。从各个省份的景气指数相对变化来看，贵州的景气指数涨幅排前五。另外，贵州企业个数少

使得产业分布不均匀（2015Q3 的 7 个样本：5 个轻工制造业；1 个化工工业；1 个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

供应业）。最后，解读时应注意地区差异不大这个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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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能过剩、订单不足相应，约三分之一（32%）的企业反映在三季度回款困难，尤以

民营企业为甚。而国营企业不成比例地更有可能拖欠货款。因此，企业回款问题主要是由于

产业不景气，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缺乏议价能力。 

由于企业减少投资和“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需求不足没有带来明显的库存问题，成品

库存保持稳定。48%的企业以销定产，所以无库存。对于有库存的企业，80%认为其库存可

以在 3 个月内消化，14%会在 3-6 个月内消化。这意味着总体中仅有 6%的企业需要 6 个月以

上消化库存。 

2.2 成本上升暂时缓解 

产业经济长期以来的第二大挑战，成本上升的问题，和之前相比，在三季度不突出。单

位成本轻微上升，扩散指数为 54。劳动力成本指数为 56（上季度为 60），原材料成本明显

下降，扩散指数为 44。成本上升主要集中在有投资、用工人数上升的企业。也就是说，成

本问题的缓解是由于经济不太景气所致。 

产能过剩意味着缺乏定价能力，加上成本上升，工业企业利润空间很低。如图 8 所示，

31%企业的利润空间低于 10%，73%企业利润低于 15%，只有 8%的企业获得高于 20%的利润。

很显然，如此低薄的利润空间使得企业难有财力进行有规模的研发，实现产业升级。 

2.3 融资不是瓶颈 

我们在过去的报告中多次指出，融资不是产业经济现阶段发展的瓶颈。三季度仅有 2%

的企业认为融资是制约因素。与此相应，调查中 38%的企业认为资金充足，57%认为一般，

仅有 6%认为资金不足。而且，绝大多数资金不足的企业（88%）是生产性、而非扩张性资

金不足，另有 9%是因亏损而造成资金不足。 

如表 6.1 和图 9 所示，与疲软的投资相应，在过去的几个季度里只有一小部分企业发生

新增贷款。与之前新增贷款向国营企业明显倾斜不同，在三季度，国营企业仅有 4%的企业

有新增贷款，而民营企业这一比例为 7%。显然这与国家在贷款上注意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

有关。在有新增贷款的企业中，企业认为银行的借贷态度总体宽松，只有 10%的企业回答贷

款态度困难。反映借贷态度宽松的扩散指数为 70。在没有新增贷款的企业中，当问及原因

时，绝大多数企业（91%）的回答是没有资金需求。这些结果与过去几个季度的调查完全一

致，即，融资不是现阶段的瓶颈。 

表 6.2 和图 9 显示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企业里利润存留是重要的融资渠道，98%的企业

回答这是他们最主要的融资方式。其次是企业创始人资金，有 3%的企业以此为第一融资来

源， 26%的企业以此为第二大融资来源。21%的企业以银行贷款为第二大融资来源。此外，

企业资金来源的渠道非常集中，在回答以利润存留为第一大融资渠道的企业中，85%的企业

回答这种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占其资金总额的 50%以上。 

三季度新增贷款均为抵押贷款，抵押物以土地厂房为主（90%），另外有 21%的企业也

用机器和设备作为抵押。 

企业从银行之外的借贷并不普遍。在三季度，仅有 10 家企业（占全部企业 0.5%）从银

行之外的金融机构贷款，借款利率均低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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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融资不是瓶颈这一结论可能与外界感受有所不同，它与央行《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

计报告》一致。2014 年四个季度工业企业新增贷款平均每季度约以 30%的速度下降。今年

三季度较去年四季度贷款余额基本持平，新增贷款仅为 5%。其基于银行家问卷调查的制造

业贷款需求指数持续下降，在经历 2014 年四季度指数（58%）创调查以来的最低点之后，

三季度指数再创新低至 49.9%。 

总体而言，融资不是现阶段瓶颈是源于在低水位运行这个大背景，投资机会不足，企业

只要还盈利，靠积累的利润留存就可运转，因此并不需要融资。即使需要贷款，也还有固定

资产作为抵押。 

 

结论和政策建议 

如我们在之前报告中指出，产业经济的恢复、振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产业经济在三

季度进一步探底，产业景气指数为 47，呈轻度收缩状态。生产、就业轻度下降。企业投资

疲软，仅有 2%的企业在三季度进行了扩张型固定资产投资。 

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仍是需求不足。开工率明显下降。高达 56%的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

供大于求，扩散指数为 77，均为自去年二季度本调查开始以来最高。与严重产能过剩相应，

产品价格呈下降趋势，扩散指数为 42。经济呈通缩状态，尤其资本品价格下降最为严重，

扩散指数仅为 36，显然是疲软的投资所致。另有近 1/3 的企业反映在三季度回款困难。 

最后，由于产能过剩，投资疲软，企业并没有多少融资需求。因而，融资仍然不是产业

发展的瓶颈。 

 

政策建议 

产业经济的严峻形势是长期以来制造业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稍有机会即一拥而上、跟

风投资造成的。真正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实现产业经济的恢复振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产业经济呼唤长期的产业政策 

产业走出低谷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过剩的产能要被充分淘汰，即相当部分企业面临关停、

倒闭的痛苦，之后存活的企业才可能有足够的利润空间进行研发、产业升级。因此产业政策

应围绕帮助部分企业实现妥善关停、剩余企业升级、以及增加收入（扩大内需）三方面进行。 

部分企业关停必然意味着解雇员工、偿还财务，并可能进入破产程序。如果这些倒闭在

某些地区集中发生，有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地方政府应积极协调、帮助失业员工再就业。

关于债务问题，目前看来工业企业银行借贷并不多，即使借贷也有抵押，倒是拖欠上游货款

更为普遍。政府应为有序实现清还债务、破产程序提供保障。 

产业升级方面应意识到，在绝大多数领域，我国目前技术水平还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每

个行业如何升级应做务实的调查研究，鼓励支持真正带来市场、就业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

防止大跃进。 

增加收入的前提是提供较高收入的岗位，这需要深化改革，发展民营经济，降低其进入

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基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丧失，从低端劳动力向高端



6 
 

技术工人的转化是必然的出路。政府应鼓励、加强高端技术工人的培养、培训。最后，“一

带一路”对产业而言，能够起到输出产能的作用，是一个有远见的政策。 

 

2. 财政政策应以增加内需为主 

财政政策不建议简单地一刀切给企业减税，因为这并不解决需求不足这一关键问题。更

为有效的策略是，通过财政支出提供社会保障，降低家庭为养老、医疗的储蓄，从而增加内

需。 

目前企业税赋确实较重，尤其增值税较重，使得企业不赢利也要交税，从而降低民间投

资的积极性。对于代表未来方向、有助就业的行业应考虑有针对性地减免增值税。 

短期而言，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带动需求-这和当年四万亿是同一思路，副

作用也很明显。财政补贴对优质的小微企业的贷款也值得探索。 

 

3. 宽松的货币政策只应该是一个短期政策 

本季度调查进一步说明融资不是瓶颈，因此放宽货币政策本身并不能振兴产业经济。从

目前产业经济的现状看来，从去年开始的宽松货币、信贷政策，并没有扭转产业经济下滑的

趋势。因此，放宽货币政策最多只是防止硬着陆的短期之计。若持续时间过长，有可能人为

维持过剩产能，不利于产业经济的长远发展。 

当然，本调查之外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可能面临融资瓶颈。这应该通过系统的大样本调

查来证实。如果发现融资确实是这些企业发展的瓶颈，以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由于它们不

是贷款的常规客户，仅仅靠放松货币政策是不够的，今后政策的针对性很重要。 

最后，融资不是瓶颈不代表金融改革不重要。因为如果金融体系缺乏效率，资源配置不

合理，当经济回暖时，融资就可能成为瓶颈。开放部分民营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放宽对

外资银行的限制，可以利用民营银行的活力，外资银行的经验和创新，一方面较快填补贷款

导向上的不足，另一方面通过竞争促进现有银行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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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全国 2007 1998 47 47 57 58 52 53 32 32

分规模

大 723 709 47 48 59 60 51 53 33 32

中 690 696 47 48 56 58 54 53 32 32

小 594 593 46 46 55 56 51 52 31 30

分产权

国有 83 77 52 54 69 73 50 52 38 38

集体 31 32 44 42 53 50 47 48 32 28

民营 1598 1587 46 46 55 56 52 52 31 30

外资 336 334 50 52 62 64 54 55 35 36

分产品类型

消费品耐用 439 480 47 49 55 58 54 56 32 32

消费品非耐用 614 566 48 48 60 60 55 53 30 31

资本品 173 167 45 48 55 59 47 50 31 35

中间品 784 789 46 47 55 57 49 51 33 31

表1.2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全国 10 9 48 46 48 48 42 44

分规模

大 12 11 51 48 48 48 42 43

中 10 9 46 45 48 48 41 43

小 8 8 47 45 48 47 42 44

分产权

国有 12 19 53 58 50 49 44 48

集体 13 9 47 48 50 45 47 37

民营 10 9 48 44 48 47 41 42

外资 9 10 50 54 48 48 44 48

分产品类型

消费品耐用 8 8 47 49 47 48 41 45

消费品非耐用 12 10 54 46 50 48 46 47

资本品 13 10 41 49 47 49 36 42

中间品 9 10 45 44 48 47 40 41

注：

2. 产业景气指数 = (经营状况扩散指数 + 预期经营状况扩散指数 + 投资时机扩散指数)/3。

1. 扩散指数所基于的问题为多选题，含类似于“好”、“中”、“差”或“上升”、“持平”、和“下降”的三个选项。
扩散指数的计算方法为：“上升”企业百分比+ “持平”企业百分比*0.5。扩散指数在0和100 之间，越高代表状况越好，50为荣枯分界线。

表一. 工业企业经营状况

企业个数 产业景气指数
经营状况
扩散指数

预期经营状况
变化

扩散指数

投资时机
扩散指数

有固定资产投资 生产量 就业情况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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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全国 2007 1998 47 47 57 58 52 53 10 9 32 32
采矿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2 3 8 11 0 33 25 0 0 0 0 0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 1 17 0 0 0 50 0 0 0 0 0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3 2 44 42 50 50 50 50 33 0 33 25
非金属矿采选业 14 8 36 25 36 25 39 38 0 0 32 13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4 32 52 54 68 72 41 38 18 19 47 52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9 9 43 48 83 94 39 50 0 0 6 0

轻工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114 103 39 37 53 53 61 57 5 4 2 0
食品制造业 52 55 53 53 57 54 63 61 4 4 38 44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44 42 50 48 64 65 67 56 9 21 18 21
纺织业 130 134 40 42 49 52 47 49 1 2 23 25
纺织服装、服饰业 69 87 53 51 58 56 58 59 22 8 43 3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41 41 40 39 59 60 60 55 12 10 2 2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43 41 39 39 53 54 59 61 12 15 5 2
家具制造业 31 29 56 56 56 57 68 69 0 0 45 41
造纸和纸制品业 57 55 53 51 61 59 54 53 33 13 45 42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53 45 57 58 63 67 60 54 13 7 47 53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2 23 51 59 68 67 48 61 0 0 36 48
医药制造业 71 63 64 61 78 73 56 53 25 24 58 56
工艺品其他制造业 46 48 51 51 60 59 49 50 4 4 45 45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2 2 42 50 50 50 50 50 0 0 25 50

化工工业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8 10 42 33 56 55 69 45 0 0 0 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25 124 48 47 51 52 51 50 12 11 42 38
化学纤维制造业 9 6 48 47 50 50 56 58 11 0 39 33
橡胶制品业 27 25 51 60 65 64 57 58 0 8 31 58
塑料制品业 78 89 47 48 56 60 46 47 3 1 38 37

设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182 182 43 50 49 55 49 55 3 6 31 39
专用设备制造业 113 114 48 48 61 61 47 49 19 14 36 33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74 78 49 49 55 63 49 42 20 21 44 4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35 128 45 43 61 63 51 52 18 21 23 14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83 78 54 57 63 66 54 61 10 0 47 46
仪器仪表制造业 33 34 46 59 53 68 48 47 0 21 38 6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97 111 42 46 54 55 42 58 4 7 30 2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6 39 38 33 40 36 58 53 0 0 15 1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7 27 47 51 49 59 55 50 0 0 38 44
金属制品业 142 130 43 42 58 57 48 48 11 13 24 22

其他重工制造业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表2.1 分行业工业企业经营状况-所有行业经营状况
表二. 分行业工业企业经营状况

企业个数 产业景气指数
经营状况
扩散指数

预期经营状况变化
扩散指数

有固定资产投资
企业的比例

投资时机
扩散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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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全国 2007 1998 47 47 57 58 10 9 32 32

前五

医药制造业 71 63 64 61 78 73 25 24 58 56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53 45 57 58 63 67 13 7 47 53
家具制造业 31 29 56 56 56 57 0 0 45 41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83 78 54 57 63 66 10 0 47 46
造纸和纸制品业 57 55 53 51 61 59 33 13 45 42

后五

非金属矿采选业 14 8 36 25 36 25 0 0 32 13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6 39 38 33 40 36 0 0 15 10
农副食品加工业 114 103 39 37 53 53 5 4 2 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43 41 39 39 53 54 12 15 5 2
纺织业 130 134 40 42 49 52 1 2 23 25

注：

2.煤炭和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景气指数分别为8和17，因企业样本数不足3，而未在排名之列。

表2.2 行业经营状况排名

1.仅对有大于三个企业样本个数的行业排名。

产业景气指数
经营状况
扩散指数

投资时机
扩散指数

有固定资产投资
企业的比例

企业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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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全国 2007 1998 47 47 57 58 52 53 10 9 32 32
华北

北京 38 35 50 52 59 60 53 56 5 3 39 40
天津 49 47 46 47 56 56 51 52 6 9 32 32
河北 82 82 43 45 57 56 48 52 6 7 25 27

东北
辽宁 81 84 45 46 56 58 49 50 12 6 31 30
吉林 24 23 44 47 60 63 44 48 8 17 29 30

黑龙江 22 22 50 50 66 68 59 52 5 5 25 30
西北

内蒙古 15 14 48 48 53 46 53 61 7 14 37 36
陕西 23 22 49 48 61 59 52 57 0 18 33 27
甘肃 5 7 57 50 60 64 60 50 40 29 50 36
宁夏 3 2 39 33 50 50 50 50 33 0 17 0
新疆 3 4 39 46 50 50 50 75 0 0 17 13

中北
山西 22 19 43 42 55 58 52 45 9 11 23 24
山东 183 186 45 45 56 56 48 51 8 3 31 30
河南 70 70 43 46 53 54 48 55 13 13 29 28

西南
重庆 35 34 46 46 53 57 54 49 3 9 30 32
四川 59 55 47 49 57 59 52 55 17 15 33 35
贵州 7 8 40 31 43 44 64 38 14 13 14 13
云南 15 16 50 42 60 56 63 41 7 13 27 28

华东
上海 88 91 49 51 59 62 53 55 9 8 35 36
江苏 311 311 46 47 56 57 51 53 9 7 32 31
浙江 299 293 46 46 56 58 54 50 11 12 30 31

华南
福建 83 96 47 48 57 57 52 56 7 7 33 32
广东 260 258 50 51 60 62 53 56 9 8 35 35
广西 36 37 49 49 61 62 53 51 22 16 33 32
海南 2 1 50 33 75 100 75 0 50 100 0 0

中南
安徽 71 62 45 49 54 61 53 54 17 13 29 31
江西 38 33 49 46 58 53 55 55 11 6 34 32
湖北 50 51 48 48 54 57 56 53 20 22 33 35

湖南 33 35 48 48 55 59 55 47 18 20 36 37

表三. 分地区工业企业经营状况

表3.1 分地区工业企业经营状况-所有地区经营状况

企业个数 产业景气指数
经营状况
扩散指数

预期经营状况变化
扩散指数

有固定资产投资
企业的比例

投资时机
扩散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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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全国 2007 1998 47 47 57 58 10 9 32 32

前五
甘肃 5 7 57 50 60 64 40 29 50 36
北京 38 35 50 52 59 60 5 3 39 40
广东 260 258 50 51 60 62 9 8 35 35
黑龙江 22 22 50 50 66 68 5 5 25 30
云南 15 16 50 42 60 56 7 13 27 28

后五
贵州 7 8 40 31 43 44 14 13 14 13
山西 22 19 43 42 55 58 9 11 23 24
河南 70 70 43 46 53 54 13 13 29 28
河北 82 82 43 45 57 56 6 7 25 27
吉林 24 23 44 47 60 63 8 17 29 30

注：

表3.2 地区经营状况排名

1. 仅对有大于三个企业样本个数的地区排名。

投资时机
扩散指数

有固定投资
企业的比例

经营状况
扩散指数

产业景气指数企业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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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全国 2007 1998 77 76 68 66 50 51

分规模
大 723 709 76 75 67 66 50 50
中 690 696 79 76 68 65 50 51
小 594 593 78 76 69 67 51 53

分产权
国有 83 77 65 62 55 54 53 46
集体 31 32 77 77 80 70 50 55

民营 1598 1587 79 78 69 67 51 51
外资 336 334 71 69 65 62 48 50

分产品类型
消费品耐用 439 480 78 78 67 67 51 50
消费品非耐用 614 566 72 69 66 63 50 52

资本品 173 167 78 71 68 64 50 53

中间品 784 789 81 80 70 67 50 51

表四. 市场供需状况

企业个数
国内供给过剩
扩散指数

国外供给过剩
扩散指数

成品库存
扩散指数

表4.1 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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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企业个数
产能过剩超过
20%的企业比例

产能过剩超过
10%的企业比例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35 43 52
非金属矿采选业 14 43 71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8 38 75
金属制品业 142 35 43
化学纤维制造业 9 33 44

专用设备制造业 113 28 3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25 28 4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6 27 46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74 26 31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53 23 25
农副食品加工业 114 17 32
家具制造业 31 16 23
通用设备制造业 182 16 62
橡胶制品业 27 15 3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97 14 30
造纸和纸制品业 57 14 14
纺织服装、服饰业 69 13 25
医药制造业 71 13 17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44 11 18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83 11 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7 11 24

注：

表4.2 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

1. 本表按产能过剩大于20%的企业比例排名，并列出比例在10%以上的行业。
2. 本表仅包含有大于三个企业样本个数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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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企业个数
产能过剩超过
20%的企业比例

产能过剩超过
10%的企业比例

山西 22 41 55
陕西 23 35 48
北京 38 29 37
河南 70 29 49
广西 36 28 42
黑龙江 22 27 32

安徽 71 24 38
四川 59 22 36
湖南 33 21 30
辽宁 81 21 42
天津 49 20 20
云南 15 20 47
山东 183 19 34
江西 38 18 39
湖北 50 18 22
重庆 35 17 31
河北 82 17 29
浙江 299 17 32
上海 88 16 34
江苏 311 15 34

贵州 7 14 29
广东 260 14 26
内蒙古 15 13 13
福建 83 11 19

注：
1. 本表按产能过剩大于20%的企业比例排名，并列出比例在10%以上的地区。
2. 本表仅包含有大于三个企业样本个数的地区。

表4.3 产能过剩严重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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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全国 2007 1998 54 58 56 60 44 48 42 44

分规模
大 723 709 54 57 56 59 43 48 42 43
中 690 696 54 58 56 60 44 47 41 43
小 594 593 54 59 57 61 44 49 42 44

分产权
国有 83 77 46 57 53 57 44 51 44 48
集体 31 32 55 55 53 56 52 45 47 37

民营 1598 1587 54 57 57 60 43 47 41 42
外资 336 334 55 61 56 60 45 54 44 48

分产品类型
消费品耐用 439 480 55 62 58 63 44 50 41 45
消费品非耐用 614 566 55 58 55 58 47 53 46 47

资本品 173 167 54 52 56 57 36 44 36 42

中间品 784 789 53 56 56 60 42 44 40 41

表五. 成本与价格

企业个数
单位成本
扩散指数

劳动力成本
扩散指数

原材料成本
扩散指数

价格
扩散指数

表5.1 总览

21



企业个数
单位成本
扩散指数

劳动力成本
扩散指数

原材料成本
扩散指数

价格
扩散指数

全国 2007 54 56 44 42

纺织业 130 75 78 29 24
纺织服装、服饰业 69 64 61 50 44

橡胶制品业 27 63 63 54 46
家具制造业 31 61 58 56 48
食品制造业 52 60 56 57 52
仪器仪表制造业 33 59 61 55 48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2 59 61 50 50
塑料制品业 78 59 71 23 21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74 57 53 51 47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83 57 55 49 47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25 56 52 49 4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97 55 58 48 44
造纸和纸制品业 57 54 50 54 48

注：

表5.2 单位成本上升大于全国平均的行业

1.按单位成本扩散指数从大到小排列，仅列出企业样本个数大于三个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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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个数
单位成本
扩散指数

劳动力成本
扩散指数

原材料成本
扩散指数

价格
扩散指数

全国 2007 54 56 44 42

吉林 24 58 56 50 50
北京 38 57 54 53 53

广东 260 57 57 47 44
湖北 50 57 57 45 44
内蒙古 15 57 57 50 43
福建 83 56 57 49 45
天津 49 56 55 46 45
浙江 299 56 58 41 37
山西 22 55 55 41 41

江苏 311 55 58 39 38
上海 88 55 57 47 44
广西 36 54 57 50 49
河北 82 54 57 41 37

表5.3 单位成本上升严重的地区

1.按单位成本扩散指数从大到小排列，仅列出企业样本个数大于三个的地区。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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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个数
单位成本
扩散指数

劳动力成本
扩散指数

原材料成本
扩散指数

价格
扩散指数

全国 2007 54 56 44 42

好 37 50 53 50 49

一般 1200 54 56 44 43

不好 770 54 56 42 40

没有投资 1804 54 57 43 41

0%-3% 160 53 52 51 48

3%-5% 30 57 57 48 48

5%-10% 5 50 60 40 30

10%-20% 3 67 67 17 17

20%-30% 3 50 50 33 33

30%+ 2 50 50 50 50

增加 39 60 62 51 47

不变 1854 54 56 43 42

减少 114 55 54 44 39

现在是否是好的投资时机

投资占现有资产比例

就业人数变化

表5.4 成本、投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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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全国 2007 1998 24 19 6 8 70 72 45 49

有无固定资产投资

有 203 187 33 33 14 19 69 80 47 53

无 1804 1811 22 18 5 7 71 70 44 47

分规模

大 723 709 26 22 7 9 69 74 43 49

中 690 696 24 19 6 8 76 72 48 47

小 594 593 19 16 5 7 65 70 43 51

分产权

国有 83 77 24 19 4 9 90 75 45 50

集体 31 32 23 16 6 6 50 100 25 50

民营 1598 1587 25 20 7 8 70 73 45 48

外资 336 334 15 13 5 7 72 65 47 50

分产品类型

消费品耐用 439 480 23 18 6 8 71 78 48 49

消费品非耐用 614 566 22 20 5 11 70 71 41 51

资本品 173 167 27 19 7 7 71 79 25 46

中间品 784 789 25 19 7 7 69 68 50 46

注：

表六. 企业融资环境

表6.1 总览

1. 扩散指数计算方法与之前类似，借款态度指数越高，反应借款越容易。

2. 利率指数越高，反应越多企业利率在上升。

有贷款企业比例 有新增贷款企业比例 金融机构借贷态度 贷款利率变化企业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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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个数 企业比例

企业利润留存的自有资金 1964 98

创始人资金 54 3

银行 4 0

上市融资 3 0

其他 8 0

企业个数 企业比例

企业利润留存的自有资金 18 1

创始人资金 526 26

银行 423 21

亲戚朋友 6 0

上市融资 2 0

其他 9 0

第一大融资渠道

表6.2 融资资金来源

第二大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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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35 128 43 43 52 49
非金属矿采选业 14 8 43 38 71 75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8 10 38 60 75 90
金属制品业 142 130 35 31 43 40

化学纤维制造业 9 6 33 17 44 33
专用设备制造业 113 114 28 17 36 18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25 124 28 26 40 39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6 39 27 13 46 46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74 78 26 24 31 27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53 45 23 11 25 11
农副食品加工业 114 103 17 22 32 30
家具制造业 31 29 16 7 23 7
通用设备制造业 182 182 16 17 62 74
橡胶制品业 27 25 15 16 37 2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97 111 14 14 30 25
造纸和纸制品业 57 55 14 7 14 9
纺织服装、服饰业 69 87 13 11 25 24
医药制造业 71 63 13 13 17 24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44 42 11 5 18 1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83 78 11 12 52 74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7 27 11 11 24 15
仪器仪表制造业 33 34 9 9 12 12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4 32 9 13 12 13
工艺品其他制造业 46 48 9 8 28 19
食品制造业 52 55 8 9 13 20
塑料制品业 78 89 4 8 6 13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43 41 2 0 30 24
纺织业 130 134 2 7 7 10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2 23 0 4 23 22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41 41 0 2 7 12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9 9 0 0 0 0

注：
1. 按产能过剩超过20%的企业百分比从大到小排列，仅列出企业样本个数大于三个的行业。

产能过剩超过
10%的企业百分比

产能过剩超过
20%的企业百分比

企业个数

附录表1. 分行业和地区产能过剩情况排名
附录表1.1-产能过剩情况的行业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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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山西 22 19 41 32 55 42
陕西 23 22 35 23 48 32
河南 70 70 29 24 49 39
北京 38 35 29 17 37 26
广西 36 37 28 19 42 30

黑龙江 22 22 27 18 32 32
安徽 71 62 24 16 38 26
四川 59 55 22 22 36 33
辽宁 81 84 21 24 42 45
湖南 33 35 21 20 30 37
云南 15 16 20 31 47 50
天津 49 47 20 17 20 23
山东 183 186 19 22 34 35
江西 38 33 18 21 39 42
湖北 50 51 18 18 22 33
河北 82 82 17 21 29 33
浙江 299 293 17 15 32 33
重庆 35 34 17 15 31 32
上海 88 91 16 13 34 30
江苏 311 311 15 17 34 33
贵州 7 8 14 13 29 50
广东 260 258 14 11 26 25
内蒙古 15 14 13 14 13 21
福建 83 96 11 8 19 21
吉林 24 23 8 4 17 17
甘肃 5 7 0 0 0 0

注：

企业个数
产能过剩超

20%的企业百分比
产能过剩超

10%的企业百分比

1. 按产能过剩超过20%的企业百分比从大到小排列，仅列出企业样本个数大于三个的地区。

附录表1.2 产能过剩情况的地区排名

28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全国 2007 1998 54 58 56 60 44 48 42 44

采矿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2 3 50 33 50 50 50 33 0 0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 1 50 0 50 0 50 50 50 50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3 2 33 25 33 25 33 25 67 50
非金属矿采选业 14 8 50 63 54 56 50 63 43 38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4 32 50 61 50 61 50 60 49 4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9 9 50 56 50 56 50 56 50 50

轻工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114 103 50 51 51 50 50 51 49 48
食品制造业 52 55 60 62 56 58 57 62 52 56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44 42 50 55 50 52 50 54 50 54

纺织业 130 134 75 74 78 78 29 49 24 38
纺织服装、服饰业 69 87 64 74 61 72 50 65 44 51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41 41 49 54 50 54 49 50 44 45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43 41 51 61 52 56 49 55 47 44
家具制造业 31 29 61 59 58 52 56 57 48 55

造纸和纸制品业 57 55 54 49 50 48 54 50 48 48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53 45 51 53 50 50 50 52 48 49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2 23 59 61 61 59 50 54 50 50

医药制造业 71 63 51 65 50 66 50 63 51 53
工艺品其他制造业 46 48 50 58 51 58 50 50 49 50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2 2 50 50 50 50 50 50

化工工业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8 10 0 10 50 50 0 10 25 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25 124 56 57 52 55 49 53 48 50

化学纤维制造业 9 6 50 58 56 58 44 58 39 58
橡胶制品业 27 25 63 60 63 60 54 58 46 46
塑料制品业 78 89 59 76 71 79 23 41 21 35

设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182 182 48 56 62 68 18 31 16 31

专用设备制造业 113 114 46 46 52 50 45 46 45 44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74 78 57 56 53 55 51 48 47 44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35 128 50 51 50 51 49 48 49 48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83 78 57 61 55 71 49 45 47 44

仪器仪表制造业 33 34 59 62 61 62 55 57 48 53

其他重工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97 111 55 58 58 56 48 53 44 4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6 39 44 49 52 76 30 9 29 9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7 27 50 56 66 56 33 40 32 40

金属制品业 142 130 50 49 50 50 47 40 48 40

注：

附录表2. 分行业和地区的成本价格扩散指数

附录表2.1 分行业的成本价格扩散指数

1. 按单位成本扩散指数从高到低排列，仅列出企业样本个数大于三个的行业。

单位成本
扩散指数

劳动力成本
扩散指数

原材料成本
扩散指数

企业个数
价格

扩散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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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全国 2007 1998 54 58 56 60 44 48 42 44

华北

北京 38 35 57 63 54 61 53 59 53 51

天津 49 47 56 57 55 60 46 49 45 44

河北 82 82 54 59 57 63 41 43 37 38

东北

辽宁 81 84 48 56 53 57 41 43 39 40

吉林 24 23 58 61 56 57 50 54 50 48

黑龙江 22 22 48 55 52 59 43 41 41 41

西北

内蒙古 15 14 57 57 57 61 50 54 43 46

陕西 23 22 50 52 57 55 46 50 48 41

甘肃 5 7 40 71 50 57 40 64 30 43

宁夏 3 2 50 50 50 50 50 50 50 25

新疆 3 4 50 63 50 50 50 63 33 63

中北

山西 22 19 55 50 55 53 41 45 41 39

山东 183 186 52 57 55 58 42 46 42 41

河南 70 70 49 52 53 59 39 44 39 40

西南

重庆 35 34 53 59 56 62 44 49 43 43

四川 59 55 50 54 52 54 45 50 45 45

贵州 7 8 43 56 50 50 42 57 42 43

云南 15 16 50 44 47 47 50 40 50 38

华东

上海 88 91 55 58 57 61 47 49 44 46

江苏 311 311 55 59 58 62 39 46 38 42

浙江 299 293 56 56 58 61 41 45 37 41

华南

福建 83 96 56 59 57 59 49 52 45 50

广东 260 258 57 61 57 62 47 54 44 48

广西 36 37 54 59 57 58 50 46 49 46

海南 2 1 50 100 50 100 50 100 50 100

中南

安徽 71 62 51 61 54 59 47 54 46 51

江西 38 33 51 55 57 59 40 45 36 41

湖北 50 51 57 56 57 59 45 47 44 42

湖南 33 35 52 59 52 60 45 54 39 47

注：

附录表2.2 分地区的成本价格扩散指数

1.按单位成本扩散指数从高到低排列，仅列出企业样本个数大于三个的地区。

企业个数
单位成本
扩散指数

劳动力成本
扩散指数

原材料成本
扩散指数

价格
扩散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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