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5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
举行的重点行业稳增长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
合相关部门近日发布汽车、 电子
信息制造业、 机械等行业稳增长
工作方案。 至此， 对GDP贡献较
高的十个工业重点行业稳增长方
案均已印发实施 ， 通过政策合
力， 坚持供需发力， 进一步夯实
工业稳增长基础。

今年前7个月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3.8%， 总体保持
恢 复 向 好 的 发 展 态 势 。 工 业
固 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8.5% ，
保持稳步扩张。 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利润总额年初以来降幅逐月收
窄。

“我国工业经济生产恢复过
程中有一些曲折， 但依然在全球
主要经济体中处于领先， 持续回
升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 工业
和 信 息 化 部 运 行 监 测 协 调 局
局 长 陶青在会上说 ， 工业和信
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 ， 选取钢
铁、 有色金属、 石化、 化工、 建
材、 机械、 汽车、 电力装备、 轻
工业、 电子信息制造业等主要制
造业行业 ， 制定稳增长政策措
施。

陶青告诉记者， 对这十个行
业推出稳增长举措， 主要考虑规
模 、 关联性和带动性等几个方
面。 据悉， 这十个行业合计占规
模以上工业的7成左右， 都具备
产业链长 、 关联度高等特点 。
“稳住这些重点行业， 基本上就
稳住了工业经济。”

“我们系统梳理影响行业平
稳运行的主要制约， 与相关行业
协会、 重点企业、 业内专家多次
研讨交流， 切实增强稳增长方案
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陶青说，
这十个行业的稳增长举措， 从供
需两侧发力 ， 努力形成政策合
力。

从需求侧， 着力恢复和扩大
重点领域需求 ， 促进投资 、 消
费、 出口协同 “出招”。

比如， 在扩大有效投资上，
强调充分发挥国家制造业转型升
级基金、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政
府投资基金作用， 引导带动社会
资金加大投入力度。 有序推动石
化、 集成电路、 新型显示等重点
领域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深入开展消费品 、 原材料
“三品” 行动， 组织新能源汽车、
智能家电、 绿色建材下乡， 加快
工业母机、 高端医疗装备、 机器
人等创新产品推广应用……一系
列举措着眼于充分激发内需潜
力。

发布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
录， 大力推广教育类、 模型类、
户外及运动类婴童用品， 在轻工
业稳增长举措中， “一老一小”
引人关注。

“据测算， 2022年我国老年
用品市场规模达4.6万亿元 ， 近
两年平均增速达10%。 婴童用品
同样是市场热点。” 工业和信息
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何亚琼告
诉记者， 要在优化老年、 婴童等
产品和服务供给中挖掘新的增长
点， 拓展需求空间。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同样是稳
增长的着力点。 记者梳理发现，
从轻工业到汽车、 机械， 方案均
提出搭建高水平国际供需对接平
台， 鼓励企业对标国际需求加大
研发力度， 生产适销产品， 巩固
工业产品出口。

今年以来， “新三样” 出口
强劲。 前7个月， 新能源汽车出
口63.6万辆， 同比增长1.5倍。 抓
住向好趋势， 在汽车行业稳增长
举措中， 明确鼓励汽车企业加快
研发和生产面向国际市场的汽车
产品， 加大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和新兴市场开拓力度。

从供给侧， 着力搭建高质量
供给体系， 稳产业、 育企业、 建
标准， 激发工业增长内生动力。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石
化化工、 有色金属、 汽车等稳增
长方案都明确提出， 加快战略资
源开发利用， 提高关键要素保障
水平 ， 加强重点产品保供稳价
等。

在轻工业领域， 支持塑料制
品、 五金制品、 照明电器、 化妆
品等行业培育一批中小企业特色
产业集群； 在汽车领域， 支持开
展车用芯片、 固态电池、 操作系
统、 高精度传感器等技术攻关和
推广应用； 在电子信息制造业，
聚焦集成电路、 新型显示、 服务
器等领域， 推动短板产业补链、
优势产业延链、 传统产业升链、
新兴产业建链……一系列举措着
眼于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和企业创
新能力。

“我们将进一步加快关键材
料设备、 工艺薄弱环节突破， 保
障高质量产品供给。” 工业和信
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杨旭东
在会上说， 将全面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性 ， 重点推进集群培
育 ， 通过举办产业转移对接活
动 ， 推动产业在国内外有序转
移。

陶青表示， 工业和信息化部
将加强与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
部等部门的协作， 形成合力。 同
时， 还将根据工业经济发展的情
况 ， 研究谋划进一步的政策举
措， 健全与制造业龙头企业、 中
小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 以
企业需求为出发点加强政策精准
性、 有效性， 最大限度发挥政策
效力。 “把握好当前经济转型升
级的关键期， 推动工业经济转方
式、 调结构、 增动能， 促进工业
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

随着上市银行2023年中期业
绩报告陆续出炉， 银行信贷资金
流向变化引人关注。 制造业、 民
营企业、 普惠金融等领域贷款增
长较快， 个人消费贷款投放力度
较大……在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向
好的背景下， 上市银行的信贷投
放总量增加、 结构优化， 在一定
程度上折射出经济的脉动。

制造业加大投放
民企融资环境优化
从半年报数据看， 今年上半

年 ， 各家银行持续加大信贷投
放， 着力服务实体经济， 加大对
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
支持力度。

国有大行有效发挥了宏观政
策传导主渠道和金融服务主力军
的作用。 上半年， 工、 农、 中 、
建四大国有银行新增贷款合计超
7.6万亿元 。 其中 ， 工商银行和
农业银行新增贷款均超2万亿元。

新增贷款主要投向哪些领
域？ 研读半年报可以看出， 各家
上市银行贷款主要投向普惠小
微、 绿色发展、 制造业、 战略性
新兴产业等领域。

截至6月末，中行战略性新兴
产业贷款、绿色贷款、普惠小微企

业贷款较上年末增长分别达到
45%、32%和26%。光大银行的绿色
金融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31%，
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
21.1%。 中信银行的绿色信贷、战
略性新兴产业、 普惠金融等领域
贷款增速均超过总体贷款增速。

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上
半年不少银行的业绩亮点。 6月
末， 工行投向制造业贷款余额达
3.6万亿元 ， 农行中长期制造业
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长45%， 建
行上半年投向制造业的贷款余额
达2.73万亿元……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
也是上半年一大趋势。 半年报显
示， 截至6月末， 工行和建行的
民营企业贷款余额均突破5万亿
元， 中行的民营企业贷款余额则
较上年末新增4807亿元， 同比明
显多增。

光大银行行长王志恒在业绩
发布会上介绍， 该行研究制定了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服务方案，
推出了29条举措， 全力推动该行
服务民营企业再发力、 再提速。

扩内需促消费
个人消费贷款保持较快增长

银行贷款不仅是企业生产经

营的 “血脉”， 也是释放百姓消
费活力的推动力量。 在一系列促
消费政策举措的引导下， 银行业
加大对个人消费贷款的投放力
度， 促进消费市场发展。

半年报显示， 上半年， 工行
个人消费贷款投放超过 1600亿
元， 较上年同期多投放400多亿
元。 截至6月末， 建行个人消费
贷款余额3688.02亿元 ， 较上年
末增长24.83%。 招商银行消费贷
款余额2723.51亿元 ， 较上年末
增长34.68%。

信用卡方面 ， 截至6月末 ，
建行信用卡贷款余额达9395.96
亿元， 招商银行信用卡贷款余额
达 9057.66亿元 。 今年上半年 ，
农行信用卡消费额超过1万亿元。

“随着各项稳经济政策深入
实施， 居民消费倾向边际回暖，
我们加快个人消费贷款产品转型
升级， 持续加大对新市民、 新能
源汽车下乡、 居民住房装修等重
点领域消费信贷的支持力度， 全
力助力扩内需、 促消费。” 农行
副行长林立说。

值得注意的是 ， 今年上半
年， 在个人住房贷款投放量增加
的背景下， 多家银行的个人住房
贷款余额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这主要是个人住房贷款提前还款
量增加， 抵消了投放量的增加。
“近几个月新受理的提前还款需
求总体上已趋于稳定， 相比4月
份的峰值下降了不少。” 建行副
行长李运说。

日前， 金融管理部门出台政
策 ， 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
率。 专家认为， 这将有助于减少
提前还贷现象。

重点领域持续发力
挖掘信贷增长点

当前， 我国正处于经济恢复
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期， 信贷资金
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
支持， 有着重要意义。

在中期业绩发布会上， 多家
银行高管均释放了为实体经济恢
复和发展提供有力、 稳固、 可持
续资金支持的信号。

“我们将结合实体经济需
求， 挖掘信贷增长点， 找准发力
方向， 在风险可控前提下， 持续
扩大新增贷款规模， 提升信贷增
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全力以
赴助力实体经济回暖和提振市场
信心。” 中国银行副行长张小东
表示。

从各银行关注的领域来看，

先进制造业、 普惠金融、 科创金
融、 优质民营企业、 “三农” 等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将是今后信
贷投放的主要方向。

当前实体经济面临有效信贷
需求不足的问题。 多位银行高管
认为 ， 随着更多稳增长政策出
台， 国内经济将加快恢复， 有效
信贷需求将进一步恢复提升。

“尽管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和
部分出口领域的需求受到一些影
响 ， 但县域 ‘三农 ’、 新能源 、
电动汽车、 科创金融、 绿色低碳
领域需求较为旺盛， 需要及时发
现并做好金融供给。” 农行行长
付万军表示， 上半年农行已审批
未放款储备项目的金额较去年同
期多近7800亿元， 有信心实现下
半年信贷投放的平稳增长。

多家银行表示， 下一步将把
恢复和扩大消费金融服务摆在重
中之重， 继续合理加大消费信贷
投放， 促进消费回暖。 农行将在
家装家居、 汽车、 电子产品、 文
化旅游等重点消费领域持续发
力， 中信银行则将围绕个人住房
贷款、 个人经营贷款、 个人信用
贷款三大产品， 助力居民消费升
级。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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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上市银行半年报中的经济发展新动向

近日， 在焦作市温县黄庄镇南韩村， 几名老人在直播推介农特产
品。 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黄庄镇南韩村活跃着一支由十余名乡村老人
组成的 “银发直播团”， 他们借助网络平台推介农产品， 助力家乡农
特产品 “出村进城”。

新华社发

“银发直播团”带“火”农特产品

新华社电 国家气象中心副
主任章建成5日表示， 虽然今年
生成和登陆我国台风个数偏少，
但强度偏强、 路径复杂、 影响范
围广、 致灾风险高。

在中国气象局当天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 章建成说， 截至9
月5日， 今年南海—西北太平洋
海域共有12个台风生成， 台风生
成个数比历史同期偏少2个。 其
中4个台风登陆我国， 包括 “泰
利 ” （7月 17日 ） 、 “杜苏芮 ”
（7月28日）、 “苏拉” （9月2日）
和 “海葵” （9月3日）， 比历史
同期偏少1个。

章建成介绍， 今年台风强度
偏强， 第5号台风 “杜苏芮” 深
入 内 陆 造 成 北 方 极 端 暴 雨 灾
害 ； 第11号台风 “海葵 ” 9月3
日登陆台湾后， 5日早晨再次先
后登陆福建和广东 ， 预计台风
“海葵 ” 及其减弱后的残留系
统 将 横 穿 广 东 和 广 西 ， 在 上
述地区可能持续4日之久， 将给
福建、 广东、 广西带来暴雨或大
暴雨。

专家表示， 9月仍是台风活
跃季节， 未来10天， 还将有台风
生成和发展， 需高度重视台风防
御工作。

今年登陆我国台风强度偏强

十个重点行业稳增长举措陆续出台
合力稳住工业运行

中国气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