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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产业收入创下新高

今年上半年，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

主要指标实现高速增长。 据行业规范公

告企业信息和行业协会测算，上半年我

国锂离子电池产量超过 280 吉瓦时，同

比增长 150%，全行业收入突破 4800 亿

元。

在锂离子电池环节，上半年储能电

池产量达到 32 吉瓦时， 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装车量约 110 吉瓦时，锂离子电

池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75%。 锂离子电池

产业主要指标的增长，与新能源汽车产

业快速发展紧密相关。 工信部数据显

示，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实

现了平稳快速发展。 上半年，新能源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 266.1 万辆和 260 万

辆，同比均增长 1.2倍。

数字图解

行业

商务部启动全国家电消费季

日前，“2022 全国家电消费季”启

动仪式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 商务部

副部长盛秋平在致辞中表示， 商务部

将统筹指导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组织举

办家电消费促进活动、 提升家电消费

体验、优化家电售后服务，为消费者提

供更多实惠、更多选择、更多便利，加

快释放绿色智能家电消费潜力。

据介绍， 本次全国家电消费季以

“拥抱绿色智能，乐享美好生活”为主

题，于 8 月至 10 月在全国范围组织开

展。 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有关规定的

前提下，加强线上线下渠道融合，强化

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整合， 组织开展家

电以旧换新和家电下乡等活动， 多措

并举促进家电消费。

本报记者 王彤旭

“面对错综复杂的发展形势，

我国制造业顶住下行压力，保持了

恢复增长的态势。 去年，我国制造

业增长了 9.8%， 高于 GDP 增速

1.7 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制造业

增长了 2.8%， 高于 GDP 增速 0.3

个百分点。 ”工信部规划司司长王

伟在近日举办的“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

今年以来，我国金融总量稳定

增长，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进一

步加强。 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同比

增长 10.4%， 增速比全部投资高

4.3 个百分点， 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2.5 个百分点；制造业贷款增加 3.3

万亿元， 同比多增 1.6 万亿元，其

中高技术制造业贷款同比增长

28.9%。 业内预测，今年下半年，制

造业投资有望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政策力促信贷提速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高质量发展对于稳固坚

实我国经济基础具有重要意义，而

金融支持是实现制造强国的重要

基础。

近年来，金融管理部门不断引

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制造业的支持

力度，制造业贷款、制造业中长期

贷款均实现了较快增长，帮助制造

业企业解决了中长期资金不足的

堵点。

继续力促信贷服务提速。今年

2 月，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印发了

《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

干政策》， 明确将推动制造业中长

期贷款继续较快增长。 同年 7 月，

银保监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

金融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在保证信贷

支持力度方面，再次提出加强对银

行支持制造业发展的考核约束，推

动大型国有银行优化经济资本分

配，向制造业企业倾斜。

充分发挥“头雁”效应。今年以

来，国有大型银行不断加大对制造

业中长期贷款的投放力度，贷款增

速显著提升。以工商银行和中信银

行为例，截至今年 5 月末，工商银

行制造业贷款余额 2.68 万亿元，

较年初净增超 5000 亿元。 截至今

年 6月末，中信银行制造业贷款余

额 3788.81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67.38亿元。 其中，制造业中长期

贷款余额 1563.97 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 436.75亿元。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制造

业贷款增加 3.3 万亿元，同比多增

1.6万亿元。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

额同比增长 29.7%，比各项贷款增

速高 18.5 个百分点。 金融支持力

度持续加大。 今年上半年，我国制

造业增长了 2.8%，高于 GDP 增速

0.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高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6%，

增速高于制造业增加值 6.8 个百

分点，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服务倾斜“专精特新”

高技术制造业具有高创新性、

高渗透性和高带动性，作为畅通国

民经济循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关键一环，对工业经济的引领带动

作用不言而喻。

为加速优化信贷结构，通知明

确，银行机构要扩大制造业中长期

贷款、信用贷款规模，重点支持高

技术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推

进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围绕高新

技术企业、“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等市场主体，增加

信用贷、首贷投放力度。

金融服务向高技术制造业倾

斜的力度进一步扩大。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贷款同

比增长 28.9%。

股权融资方面，工信部创新开

展“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专项，通

过对企业硬科技属性进行评价等

工作，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

科技，目前已完成超过 100 个项目

的初审。

为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的配

适性， 多家银行机构纷纷应召而

来，开发符合制造业企业发展阶段

特点和需求的金融产品，为制造业

企业提供差异化、综合化的金融服

务。

以江苏银行为例，聚焦高端制

造，突破传统授信视角定制特定行

业打分卡，创新推出“卡脖子专项

贷”“专精特新贷”“高企贷”“投融

贷”等系列产品，率先在江苏省推

出“智改数转贷”专属产品，已服务

“智改数转”企业 121户，授信金额

83亿元。

实用金融商学执行院长罗攀

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金融服务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

制造企业，应立足于制造企业自身

的特点， 有针对性地开发金融产

品。 比如，一些高新科技企业的主

要资产多集中在专利等无形资产

上，没有太多固定资产，又缺乏大

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还在研发方面

投入比较大。 基于此，金融机构就

要改变过去以固定资产抵押为主

的信贷条件，推出针对无形资产或

是针对研发投入方面的贷款。总而

言之，金融机构应通过不断创新金

融产品， 以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

释放内需提振信心

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形势持续向好，稳经济一揽子货币

金融政策措施加快落地生效，我国

经济总体恢复有所加快。 今年 6

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回

升至 50.2%，在连续 3 个月收缩后

重返扩张区间。

作为先行指标，PMI 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下一阶段生产需求情

况及宏观经济走势。 值得注意的

是，这一数据在 7 月再次下降至临

界点之下，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

落。

复苏为何趋缓？“主要是受高

温天气下的传统生产淡季、大宗商

品价格下跌、市场需求释放不足以

及高耗能行业景气度走低等因素

影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

青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今年下半年，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会回升并回归正常，特别是在

房地产市场趋于稳定之后。

叶青认为，今年上半年，我国

经济克服超预期困难保持增长。 7

月 PMI 虽略低于预期， 但其反映

出经济在波动中的上升趋势仍然

没有改变。 今年下半年，应在扩大

有效需求上有更加积极的作为。

北京福盛德咨询宏观经济研

究员冯默涵对记者表示，下一步的

工作重点应放在扩大内需方面，稳

定收入预期、优化收入分配，提升

有意愿但能力不足人群的消费能

力，提升整体边际收入倾向，充分

释放内需，从而进一步提振制造业

的信心。

“在国际环境复杂加之疫情冲

击的大背景下，我国丰富的产业种

类和强大的产品供应能力优势充

分显现。制造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

的根基，其作用必然得到更进一步

的强化，各地政府部门今年以来陆

续出台的相关文件，对金融服务制

造业发展均做出了更加明确的指

示，这必将持续强化金融机构服务

实体经济。 ”罗攀表示。

加大支持力度 提升服务质效

金融服务制造业 力促高质量发展

十年来，我国制造

业增加值从 2012 年的

16.98 万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31.4 万 亿

元 ， 占全球 比 重 从

22.5%提高到近 30%，

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制

造业大国地位。

十年来，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迈进的步

伐明显加快。 我国制造

业研发投入 强 度 从

2012 年的 0.85%增加

到 2021 年的 1.54% ，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的平均研发强度达

到 10.3%，570 多家工

业企业入围全球研发

投入 2500 强。 规上工

业企业新产品收入占

业务收入比重从 2012

年 的 11.9% 提 高 到

2021 年的 22.4%。“蛟

龙” 潜海、 双龙探极、

C919 试飞、“嫦娥”揽

月、“北斗” 组网、“九

章”问世，一大批重大

标志性创新成果引领

中国制造业不断攀上

新的高度。

成绩

（上接 1版）

以新科技为传统产业赋能。 十

年来，安徽集成电路产业、新型显示

产业、智能语音产业等加速发展，有

4 个产业集群入选国家首批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以“芯屏器合”为标

识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制造

业增加值、 数字经济增加值均超 1

万亿元。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

词， 安徽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 牵头成立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

链联盟等多个产业联盟。 沪苏浙

2021 年在皖投资在建亿元以上项

目 4167 个， 实际到位资金超过

9000 亿元，同比增长 22.6%。

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 以科技

驱动高质量发展。 2021 年，安徽战

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

工业产值比重提高到 41%。

过去十年间， 安徽年生产总值

从 1.72 万亿元增长至 4.3 万亿元，

人均生产总值突破 1万美元， 实现

由全国“总量居中、人均靠后”向“总

量靠前、人均居中”的跨越。

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扛

稳粮食安全责任

7 月 14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

据显示， 今年安徽夏粮总产量

344.48亿斤，比上年增加 4.5亿斤。

盛夏时节，小麦已经归仓，田间

地头可见忙碌的身影：在皖南，早稻

开镰收割；在皖北，玉米、大豆田间

除草忙……

“今年不仅小麦产量比去年高，

而且一斤还多卖 3毛钱， 效益上去

了，咱们种粮人干劲足。 ”亳州市涡

阳县种粮大户宋来宝说， 通过科学

种植，他的小麦连年增收，亩产已从

2010 年的约 900 斤，增加到今年的

约 1500 斤。

作为全国第四大粮食生产省

份，安徽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责任：制

定省级层面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两个

清单， 设立支持优质粮生产的专项

资金，推进“科技强农、机械强农、促

进农民增收”行动。

十年来，安徽在“多种粮、种好

粮”上连迈新台阶。 2021年，安徽粮

食总产量 817.52 亿斤， 创历史新

高，比 2012 年增加超过 15%，优质

专用小麦和水稻的种植面积占比均

超过六成。

粮食持续丰收， 离不开农村改

革的持续深化。

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 是闻名

全国的大包干发源地。 2016 年以

来， 在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

“三变”（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改革等推动下，小岗村

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已连续五年分

红，累计分红超 1000万元。“村里发

展快了，分红金额多了，这是改革带

来的实惠。 ”村民殷玉荣说。

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

指出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各种

矛盾和问题，根本靠深化改革。

坚持问题导向， 安徽持续深化

农村改革，2017年以来接续推出 49

项改革任务， 持续探索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等。以

“三变”改革为例，各地积极引导农

民把资源（土地、水面等）、资金等要

素入股经营主体，农民成为股东，参

与利益分配， 获得分红等收入。 到

2021 年，全省实施“三变”改革的村

占比提高到 72%，集体经济强村占

比提高到 12%，家庭农场和农民专

业合作社总数分别位居全国第 1位

和第 5 位。

“三农”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促

脱贫、谋振兴。“靠精准扶贫好政策，

我家从土房搬进楼房， 一年能挣五

六万元，日子越过越好！ ”六安市金

寨县花石乡大湾村村民陈泽申说。

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安徽，

2014 年建档立卡识别贫困村 3000

个、贫困人口 484万人。坚持精准扶

贫，安徽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十大工

程”， 狠抓各项工作落实， 到 2020

年，31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 继续向着乡村振兴迈

进。

保护好生态环境增进

民生福祉

盛夏傍晚， 芜湖十里江湾公园

清风徐来，滨江步道上游人如织。昔

日布满小码头、 小船厂、 小堆场的

“生产岸线”已成为让人流连忘返的

长江风景线。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十年来，坐拥“三山三江二湖”

的安徽着眼永续发展算大账、 算长

远账， 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

路。

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

安徽沿长江划定三道生态防线，拆

除非法码头，全面实施禁捕退捕，对

干流入河排污口水质基本实现监

测。

不止长江， 淮河 11 万余人从

“水口袋”里搬至安全地区，在从人

水争地到人退水进的过程中探索人

与自然的相处方式； 巢湖综合治理

累计完成投资 390亿元， 努力打造

合肥最美名片……

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安徽考察时指出， 要从群众反映最

强烈最突出最紧迫的问题着手，增

强民生工作针对性、实效性、可持续

性。

搬入新家，也“搬”走了压在赵

莉心头许久的大石头： 她家以前住

在淮北市濉溪县刘桥镇的一处采煤

塌陷区上，危险不说，还有漫天煤灰

粉尘。在当地政府帮助下，一家人住

进宽敞明亮的三室两厅， 第一件事

便是安装伸缩晾衣架，“周边环境好

了，衣服晒出去也不会弄脏了。 ”

采煤塌陷区一度是皖北等地民

生“痛点”。 安徽近年来加快集中式

搬迁、 发展式安置、 开发式治理步

伐。截至目前，仅淮北就累计投入资

金 150多亿元，安置搬迁群众 20多

万人。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十年来，安徽坚持办好人民群

众牵肠挂肚的民生事， 滚动实施民

生工程项目 76个，累计安排民生领

域相关支出 4.9万亿元。 今年，安徽

推出老年助餐、安心托幼等 10项暖

民心行动， 新增皖北地区群众喝上

引调水工程、食品安全“你点我检”

等民生项目，不断增进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 ，江淮儿女奋勇争先 ，坚持改

革开放，坚持高质量发展，努力在加

快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

展。

（新华社记者刘菁、徐海涛、姜

刚、陈诺）

96.5

亿件

全国快递业务量实现快速增长

国家邮政局日前发布 7 月快递行

业运行情况。 7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

务量完成 96.5 亿件，同比增长 8.0%；业

务收入完成 898.2 亿元， 同比增长

8.6%。 1—7 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

量累计完成 608.6 亿件 ， 同比增长

4.3%； 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5880.4 亿元，

同比增长 3.7%。

从业务类型看，1 至 7 月， 同城、异

地、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分别占全部

快递业务量的 12.0%、86.3%和 1.7%；业

务收入分别占全部快递业务收入的

6.6%、49.1%和 10.8%。 从地区分布看，

1—7 月，东、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

重分别为 77.1%、15.4%和 7.5%，业务收

入比重分别为 77.4%、13.3%和 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