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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报告（2011）》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
研究所组织产业经济学界的知名专家和比较活跃的学者，根据可靠的资料和丰富的知识编写，分为概
览、行业和政策三个部分，既包括中国工业总体发展情况的介绍，也包括重点行业发展水平的评析；
既包括产业政策总体实施情况的总结，也包括具体产业政策的深入解读；既包括“十一五”产业发展
和政策的回顾，也包括未来发展趋势的展望，全面、系统、客观地反映中国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产
业政策的实施情况，具有较高水平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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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负责组织拟订工业、通信业产业政策并监督执行，提出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工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及管理创新的政策建议；拟订和修订产业结构调整目录
的相关内容，参与投资项目审核；制定相关行业准入条件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方面实施汽车、农药
的准入管理事项。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1978年4月5日正式建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的主要研究机构
之一。
工业经济研究所本部现有人员110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45人；博士24人，硕士27人；博士生导师11
人，硕士生导师20人。
包括所属机构在内的全体员工共600多人。
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同志为该所第一任所长，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周叔莲、张卓元、陈佳贵等也先后
任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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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Ⅰ概览　　1 &ldquo;十一五&rdquo;工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中国
工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工业规模从&ldquo;十一五&rdquo;初期的全球排名第四跃升为
第二，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大幅提升，为&ldquo;十二五&rdquo;工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1.1 工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突出　　工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2010年，全部工业实现增加值16万亿元，是2005年的2.07倍，年均增长15.8%；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
重为40.2%，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工业是对外贸易的主力军。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全部商品出口额的比重保持在94.0%以上。
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9.1万亿元，较2005年增长89.3%，年均增长13.6%。
　　工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2010年1-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缴税金27087亿元，占到税收总额的40%以上。
　　工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部门。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工业部门新增就业人口超过2000万。
截止2009年底，城镇单位工业就业人口4353万人，占全部城镇单位就业人口的34.6%。
2010年1-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人数9063万人。
　　工业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国民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力量。
2009年和2010年，工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40.0%和49.3%。
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工业部门，同样也是稳定中国经济增长，实现2009年国民经济&ldquo;保
八&rdquo;目标的中流砥柱。
　　1.2 工业增长质量显著提高　　1.2.1 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　　国际市场占有率持续提高。
从2006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品出口国。
截止2010年，全世界500种左右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在联合国统计的八
大类工业制成品全球贸易中，中国有三类产品的出口占全球份额超过四分之一。
　　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2010年，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分别为9334亿美元和4924亿美元，占全部商品出口总额比重
分别为分别达到59.2%和31.2%，较2005年提高3.2和2.6个百分点。
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力指数从2005年的0.16提高到2009年的0.22。
　　对外投资迅速增长。
截止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2457.55亿美元，其中对外工业部门直接投资564.27亿美元，是全
球第五大对外投资国。
截止2010年，入驻7个境外经济合作区的中国企业达到69家，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遍布122个国家和
地区。
对外投资迅速增长是&ldquo;十一五&rdquo;时期出现的一个新特点，对中国工业提高资源保障、开拓
海外市场、获取国外先进技术起到积极的作用。
　　1.2.2 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明显　　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高技术产业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出口受到影响，但其高速增长的势头没
有减弱。
2009年，高技术产业企业数量达到27218家，较2005年增加9691家。
截止到2010年11月，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1043万人，较2005年增加380万人；主营业务收入66551亿元，
较2005年提高96.2%。
2010年，高技术产业出口交货值37408亿元，是2005年的2.12倍；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
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8.9%。
高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实现工业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装备制造业实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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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比重为29.6%，比2005年提高0.9个百分点。
2009年，机床工具行业完成工业总产值4014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机床制造国；汽车产销量
均突破1360万辆，保有量突破7000万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和消费国；造船完工量4243
万载重吨，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船舶订单量的国际市场份额分别达到34.8%、59.4%、38.5%。
规模扩大的同时，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特高压输变电设备、百万吨乙烯成套装
备等重大技术装备实现自主制造，大型露天矿及大型施工机械基本实现自主化，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火
电机组的锅炉、汽轮机和发电机设计制造自主化率达到85%以上，日产5000吨大型水泥生产成套设备
工艺、电解铝新型异型阴极槽制造工艺等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产&ldquo;和谐号&rdquo;动车组屡破
世界铁路运营时速记录。
　　能源工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新能源工业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利用取得显著进展。
中国风电装机容量跃居世界前列，成为水电装机容量第一大国和在建核电机组最多的国家。
传统能源工业淘汰落后产能成效显著。
电力工业&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累计关停煤耗高、污染重的小火电机组超过7000万千瓦；煤炭工
业关闭小煤矿9000余处。
能源工业集中度大幅提高。
全国千万吨级以上煤炭企业集团达到50家，产量17.3亿吨，占全国产量50%以上；原油一次加工能力达
到5亿吨/年，其中规模达到千万吨级的炼厂14家，占总能力的37.3%。
　　高耗能行业比重下降，节能减排成效突出。
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30.3%，较2005年下降2.4
个百分点。
高耗能行业节能减排工作也取得突出成就。
六大高耗能行业&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累计节能近4万吨标煤，对全社会节能贡献率超过60%。
主要耗能产品的单位产出能耗明显下降，炼焦工序单位能耗下降40.9%，原油加工单位综合能耗下
降28.4％，单位烧碱生产综合能耗下降34.8%，单位乙烯生产综合能耗下降11.5％，吨水泥综合能耗下
降28.6%，吨钢综合能耗下降12.1%，单位铜冶炼综合能耗下降35.9%，单位电解铝综合能耗下降12.0%
，电厂火力发电标准煤耗下降16.1%。
　　1.2.3 产业组织结构不断优化　　企业兼并重组步伐加快，产业集中度有所提高。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国有企业兼并重组活动增多，中央直属企业由2006年初的169家整合
到2010年底的122家。
通过兼并重组，部分工业行业产业集中度有所提高。
2010年，前10家钢铁企业的集中度为48.6%，较2005年提高13.2个百分点，有11家钢铁集团粗钢生产能
力超1000万吨；前20家水泥企业集团产量占到全国产量的45%；前10家汽车企业产量占全国产量的86%
，有5家汽车企业集团销量超百万辆。
　　一批大型企业集团进入世界500强。
2010年，中国大陆地区已经有44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较2005年增加29家。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国家电网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三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前十位。
　　中小企业发展活力增强。
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显示，2008年底，中小型工业企业共有190万户，占全部工业企业总户数
的99.8%；从业人员达到1亿人，占全部工业企业从业人员的83.6%；全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6.3万亿元
，占全部工业的67.8%。
2010年，全国规模以上中小型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5%，增速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
快1.8个百分点。
1-11月，中小型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5944亿元，同比增长50.5%；上缴税金总额14708亿元，同比增
长28.3%；实现利润和上缴税金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的66.8%和54.3%。
　　1.2.4 地区差距有所缩小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中国工业经济区域结构发生积极变化，
地区发展差距有所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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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要素约束日趋增强，中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国
家战略的推动下，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区域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工业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东部地区
。
2010年，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8.4%和15.5%，比东部地区增速高3.5和0.6个百分点
；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分别为21.9%和15.0%，较2005年提高3.1和2.7个百分点，而东部地区同期下
降5.8个百分点。
　　1.2.5技术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技术创新投入持续加大。
2009年，大中型工业企业R&amp;D经费内部支出3210亿元，是2005年的2.6倍，年均增长26.6%
；R&amp;D人员全时当量116万人年，是2005年的1.9倍，年均增长17.6%；R&amp;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
入比重0.96%，较2005年提高0.2个百分点。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突出。
截止2009年底，工业企业共拥有127个国家工程中心和636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5011家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已占到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总数的50.7%，由企业所完成的重大科技成果
数占全国的37.0%。
　　技术创新成果成绩斐然。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工业企业专利申请的数量和质量均大幅提高。
2009年，大中型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166762件，是2005年的3倍。
其中，发明专利63011件，是2005年的3.4倍；申请发明专利占全部专利比重达到37.8%，较2005年提
高4.7个百分点。
新产品销售收入大幅增长。
2009年，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57978亿元，较2005年增长1.4倍；新产品出口10679亿元，
较2005年增长93%。
　　1.3 行业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　　工业和信息化部成立。
为解决原有工业管理体制管理分散、管理缺位、管理弱化的弊端，借鉴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经验
，2008年，国务院组建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建立并完善与新型工业化发展趋势相适应的、统一的政府
工业管理体制。
工业和信息化部成立以来，在拟定和组织实施行业规划、制定产业政策和标准、监测工业行业日常运
行、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发展和自主创新、指导推进信息化建设、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同时，各省市相继进行机构改革，成立完善工业主管部门，工业管理体系进一步健全。
　　专栏1-3-1：工业和信息化部15项主要职责　　有关提出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和政策，协调解决重
大问题，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推进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职责。
　　有关制定并组织实施工业、通信业的行业规划、计划、产业政策、规范和标准的职责。
　　有关监测分析工业、通信业运行态势，协调解决行业有关问题，负责应急管理的职责。
　　有关提出工业、通信业和信息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安排建议，按规定权限审批、核准相关投资
项目的职责。
　　有关拟订相关高技术产业规划、政策和标准并组织实施，以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组
织实施有关重大科技专项的职责。
　　有关组织拟订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规划、政策，协调有关重大专项的实施，推进重大技术装备国产
化的职责。
　　有关拟订并组织实施工业、通信业的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促进政策，组织协调相关重
大示范工程和新技术推广应用的职责。
　　有关推进工业、通信业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提高行业综合素质和核心竞争力的职责。
　　有关负责中小企业发展的宏观指导，协调解决有关重大问题职责。
　　有关统筹推进信息化，组织制定相关政策，协调重大问题，促进电信 、广播电视和计算机网络融
合，指导协调电子政务的职责。
　　有关依法监督管理电信与信息服务市场，负责通信资源分配管理，保障重要通信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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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配置和管理无线电频谱资源，负责无线电监测、检测、干扰查处，维护电波秩序的职责。
　　有关协调维护国家信息安全和保障体系建设，指导监督部门、行业的信息网络安全保障工作的职
责。
　　有关开展工业、通信业和信息化的对外合作与交流的职责。
　　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产业政策体系趋于完善，效果更加显著。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面对国内外极其复杂的经济发展环境，国家科学合理运用产业政策，规
划引导产业调整，推动技术改造与创新，规范行业准入，淘汰落后产能，关闭低效小企业，促进企业
兼并重组，推动产业转移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业政策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行业协会发展进一步规范，作用不断增强。
2007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行业协
会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并具体提出了拓展职能、推进体制改革、加强自身建设和规范管
理、促进协会发展的政策等一系列措施。
2008年10月，行业协会立法被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
2009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了《关于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和加快了
工业行业协会的发展。
&ldquo;十一五&rdquo;以来，作为工业经济管理的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坚持为政府、为行业、为企业
服务的宗旨，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加强行业自律，开展行业研究，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反映企业诉求
和愿望，发挥了行业管理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为推进工业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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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内容独特，深度解读&ldquo;十一五&rdquo;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状况，眺望未来经济发展趋势
，全面、系统、客观地反映中国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产业政策的实施情况，代表了国内此类作品的
最高水平，极具参考价值。
　　2、业界知名学者、权威专家共同编定，提供独家的产业政策资料。
　　3、海量专业图表，年度首次出版，代表国内最高理论、政策的研究水平。
　　4、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亲自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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