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２０１０陕西工业发展报告／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编．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２２４－０９４９２－３

　Ⅰ．①２… Ⅱ．①陕… Ⅲ．①工业经济—经济发展—

研究报告—陕西省—２０１０Ⅳ．①Ｆ４２７．４１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１０）第１８６２８８号

　　　 　　　　　　　　２０１０


陕西工业发展报告

　编　　者　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１４７号　邮编：７１０００３）

　印　　刷　西安正华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８８９ｍｍ×１１９４ｍｍ　１６开　９．７５印张

　字　　数　２１６千

　版　　次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第１版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２２４－０９４９２－３

　定　　价　６８．００元



编审委员会名单

总 顾 问：　吴登昌

顾　　问：　孙安会

主　　任：　蒋　跃

副 主 任：　田　力　韩中林　张晓光

编委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张宗科　赵生民　赵颖轶

陈俐民　魏培云　吴旺成

杨社盈　梁均社　张克理

贺晔春　李建平　南荣发

杨玉鹏　李春安　杨建军

王前俊　张益民　高　翔

任均恩　王　伟　李晓宁

任　国

主　　编：　田　力

副 主 编：　李晓宁　任　国　张长江

编　　辑：　仝保亚　张　彤　李艳丽

郭　军　吴鹏超　刘晓梅



各专篇执笔人员名单

篇　　　目　执笔人

综　　　述　仝保亚　张长江　张　彤　郭　军　吴鹏超　刘晓梅

石　　　化　牟卫强

装　　　备　隋　鲁　丁　涛

航　　　天　赵存斌

航　　　空　李晓琦

汽　　　车　隋　鲁　张　勇

太阳能光伏　雷　纯

电　　　力　王　平　王文策

食　　　品　郭　君　林晓平

有　　　色　谢　韬

电　　　子　弥继荣　陈　静

治　　　金　张向前　谢　韬

医　　　药　王朝辉　范继红

纺　　　织　张　冀　符利民

建　　　材　赵益民　陆　莹

黄　　　金　杜学智

西 安 市　陈照星　肖　涛　吴　涛

宝　鸡　市　赵宝林

咸　阳　市　何念念　张建军　马爱琴

渭　南　市　范月丽

铜　川　市　冯　哲　邵旭朝

商　洛　市　李传伟

汉　中　市　郝明森

安　康　市　邹尚仕

延　安　市　李晓红

榆　林　市　高海军

杨凌示范区　李　兵

附　　　录　原雅丽　段晓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１　　　　

目　录

第一部分　综　述

一、工业经济发展态势 １…………………………………………………………………………

二、工业发展主要特点 ５…………………………………………………………………………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８……………………………………………………………………………

四、２０１０年发展思路、目标和原则 ９……………………………………………………………

五、２０１０年的主要工作 １１………………………………………………………………………

第二部分　行　业

一、石化工业 １６…………………………………………………………………………………

二、装备制造工业 ２１……………………………………………………………………………

三、民用航空工业 ２９……………………………………………………………………………

四、航天工业 ３６…………………………………………………………………………………

五、汽车工业 ３８…………………………………………………………………………………

六、太阳能光伏和半导体照明产品制造工业 ４５………………………………………………

七、电力工业 ５０…………………………………………………………………………………

八、食品工业 ５６…………………………………………………………………………………

九、有色金属工业 ６０……………………………………………………………………………

十、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工业 ６４…………………………………………………………………

十一、冶金工业 ６８………………………………………………………………………………

十二、医药工业 ７２………………………………………………………………………………

十三、纺织工业 ７６………………………………………………………………………………

十四、建材工业 ８１………………………………………………………………………………

十五、黄金工业 ８６………………………………………………………………………………………



２　　　　

第三部分　市　区

一、西安市 ９１……………………………………………………………………………………

二、宝鸡市 ９６……………………………………………………………………………………

三、铜川市 １００……………………………………………………………………………………

四、咸阳市 １０４……………………………………………………………………………………

五、渭南市 １０９……………………………………………………………………………………

六、延安市 １１４……………………………………………………………………………………

七、榆林市 １１７……………………………………………………………………………………

八、汉中市 １２１……………………………………………………………………………………

九、安康市 １２５……………………………………………………………………………………

十、商洛市 １２９……………………………………………………………………………………

十一、杨凌示范区 １３２……………………………………………………………………………

第四部分　附　录

一、陕西工业主要数据表 １３９……………………………………………………………………

二、２００９年陕西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 １４０……………………………………………

三、２００９年全省分行业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１４０…………………………………………

四、２００９年陕西省十市一区主要工业数据表 １４１……………………………………………

五、２００９年西部１２省（区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１４１…………………………

六、２００９年３１省（市区）主要经济指标表 １４２…………………………………………………

七、２００９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１４３………………………………………………………

八、２００９年１２个工业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１４３…………………………………………………

九、陕西省２００９年名牌产品目录 １４３…………………………………………………………

十、陕西省企业技术中心一览表 １４６……………………………………………………………



书书书

·第一部分 综 述·

1

第一部分 综 述

2009 年是陕西工业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在逆境中砥砺奋进、经受严峻考

验并取得显著成绩的一年。面对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省委省政府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保增长、

保民生、保稳定”的战略部署，将保工业增长放在首要位置，率领全省人民共同奋战、共克时艰，取得

了显著成绩。全年实现生产总值 8186． 65 亿元，增长 13． 6%，增幅居全国第 6 位;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194． 86 亿元，增长 37% ;实现财政收入 1389． 5 亿元，增长 25． 8%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129

元，增长 9． 9%。工业经济为全省经济较快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

3288． 24 亿元，占 GDP的 40． 29%，拉动经济增长 4． 4 个百分点。

一、工业经济发展态势

( 一) 速度与规模

工业增速前低后高。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年初原油、煤炭、有色金属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大

幅下降，销售市场整体萎缩，导致工业经济急剧下滑。在省委省政府保增长各项措施的有力促

进下，工业增速一季度趋稳，二、三季度回升，四季度加速发展，各季度末累计增幅分别为

7． 2%、9． 1%、11． 2%和 14． 8%。特别是最后 3 个月，增速分别达到 22． 3%、28． 6%和 25． 2%，

均高于上年同期。全年工业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3． 8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 13 位，西部第 5

位。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 3288． 24 亿元，增长 14． 8%，实现工业总产值 8332． 09

亿元，增长 13． 0%。( 见图 1 － 1 )

图 1 － 1 2008—2009 年各季度末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幅

( 二) 经济效益

工业经济效益不断好转。二季度后随着全国经济持续回暖，宏观经济环境不断向好，企业效益

稳步回升。全年工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7937． 67 亿元，增长 12． 6%，实现利税 1487． 29 亿元，同比增

长 7． 9%，其中利润 802． 5 亿元，下降 11． 5%，上缴税金 684． 79 亿元，增长 45． 3%。经济效益综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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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286． 3%，提高 2． 67 个百分点，再创新高。企业亏损面、亏损额明显降低。亏损企业 1030 户，亏损

面下降 2． 6 个百分点，亏损额减少 36． 8 亿元。( 见图 1 － 2)

图 1 － 2 2008—2009 年各季度末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累计增幅

( 三) 工业行业

从八大支柱产业看，完成工业总产值 8142． 32 亿元。呈现“七增一降”的格局。八大支柱

产业持续 10 个月表现为“六增两降”，特别是占我省工业 45%以上的能源化工受价格因素影响

始终低位运行，至 11 月才由负转正。全年能源化工实现工业总产值 3750． 79 亿元，增长

4． 2%，装备制造 1939． 23 亿元，增长 21． 7%，两大产业合计占全省 68． 3%。有色冶金、食品、

非金属矿物制品和医药制造共完成产值 2169． 39 亿元，增幅均达 20%以上。纺织服装 108． 38

亿元，增长 12． 4% ; 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174． 57 亿元，增长 － 9． 4%，但降幅

较前 11 个月缩小 2． 2 个百分点。( 见图 1 － 3 )

图 1 － 3 八大支柱产业工业总产值及增幅

从 12 个大行业看，产值呈现“十增两降”的格局。增长的行业中有六个行业的增幅达到 20%以

上，分别是建材 50． 96%、煤炭 28． 7%、轻工 26． 99%、冶金 26． 35%、医药 25． 5%、机械 21． 654%。石

化和电子行业降幅分别为 7． 0%和 9． 4%。有 9 个行业实现盈利，其中利润较高的行业有: 石化

308． 68亿元、煤炭 279． 99 亿元、机械 118． 02 亿元，3 个行业利润合计占全省工业利润的 88． 1%。( 见

图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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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4 12 个大行业工业总产值及增幅

( 四) 工业投资

工业投资增长较快。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289． 17亿元，同比增长 35． 1%，较上年提高 3个百分

点。其中采矿业投资612亿元，增长43． 8% ;制造业投资1290． 61亿元，增长37． 5%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投资 386． 56 亿元，增长 17． 1%。能源化工、装备制造两大优势产业投资分别增长 29． 7%和

25． 7%，投资额占全省工业投资的 63%。全年工业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 37． 6%。( 见图 1 －5)

图 1 － 5 工业投资分布图

( 五) 市( 区) 经济

11 个市( 区) 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总量居前三位的是榆林、西安和延安，分别为 824． 8 亿元、

725． 3 亿元和 483． 0 亿元，合计占全省的 63． 1%。增速前三位的是宝鸡、安康和渭南，分别增长

19． 8%、19． 6%和 19． 3%。渭南和杨凌增速分别高于上年同期 1． 8 和 9． 1 个百分点，其余 9 个市增

速同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落，榆林回落幅度达 14． 5 个百分点。( 见图 1 － 6)

图 1 － 6 十一市( 区) 工业增加值及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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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主要产品

近 7 成产品产量增长。64 种主要产品中，46 种产量增长。其中原煤产量 29611． 13 万吨，增长

14． 2% ;天然原油 2695． 89 万吨，增长 9． 4% ;天然气 189． 52 亿立方米，增长 31． 8% ;发电量 899． 22

亿千瓦时，增长 12． 8%。增幅较高的有中成药 220． 3%、汽车 89． 0%、钢材80． 4%、粗钢 72． 1%、生铁

69． 7%。彩色显像管、铁合金、金属切削机床等产品产量下降幅度较大。( 见表 1 － 1)

表 1 － 1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生产量 增幅%
原煤 万吨 29611． 13 14． 2
洗煤 万吨 924． 12 42． 4
天然原油 万吨 2695． 89 9． 4
原油加工量 万吨 1801． 87 5． 6
天然气 亿立方米 189． 52 31． 8
发电量 亿千瓦时 899． 22 12． 8
水泥 万吨 4464． 66 26． 5
钢材 万吨 887． 34 80． 4
铁合金 万吨 22． 82 － 17． 8
十种有色金属 万吨 89． 61 19． 6
金属切削机床 台 13353 － 17． 5
汽车 辆 506758 89． 0
变压器 万千伏安 11513． 83 28． 3
彩色显像管 万只 763． 26 － 51． 8
白酒 千升 70442． 47 3． 5
啤酒 千升 899791 7． 5
卷烟 亿支 805 4． 2
布 万米 74552． 95 － 1． 7

( 七) 从业人员

工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稳中有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 132． 5 万人，同比增加 5． 8 万

人。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业人员分别达到 10 万人以

上，共计 43． 05 万人，占工业从业人员的 32． 5%。39 个行业中有 29 个行业从业人员人数增加。增长

较多的行业有: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加 19342 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加 15585 人、专用设备制造

业增加 6382 人、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增加 6173 人、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 4845 人。从业人

数下降的行业个数由上年 18 个减少到 9 个。( 见图 1 － 7)

图 1 － 7 2008—2009 年主要工业行业从业人员及增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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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发展主要特点

( 一) 保增长措施有力，工业经济呈阶梯性增长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2008 年四季度以来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幅不断下滑，到 2009

年 1 月份下滑到 － 7． 8%，出现了 10 年来的首度负增长。面对新世纪以来最严峻的挑战，省委省政

府见事早、决策快、措施硬，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确立了“保增长、抓优势、调结构、上水平”的总体思

路，及时成立了省政府工业保增长协调指挥中心，迅速出台了 16 条措施有效保障工业增长。协调指

挥中心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和一揽子政策措施，积极协调 23 个省级部门和各市

( 区) 政府，以及省级重点监测企业，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及时解决问题和困难，打出了“增资、增

储、增销”组合拳，在全省形成了“多个部门一起上、多种措施一起用、多种机遇一起抓”的工作机制，

在短时间内扭转了工业增速下滑的被动局面。从 2 月份开始工业经济逐月回升，稳步迈上新台阶，

最终实现了工业经济较快增长的年度目标。全年共对 1218 户产品适销对路、但流动资金紧张的企

业给予贷款贴息，省市两级财政共贴息 6． 66 亿元，带动银行新增贷款 216． 28 亿元。对大宗工业产

品进行商业储备，共储备原油 200 万吨，成品油 155 万吨，有色金属 16 万吨，钢材 58 万吨，化肥 62 万

吨，增加工业产值 190 亿元。积极推动和鼓励企业开展工业品促销活动，共安排促销奖励资金 2． 4

亿元，拉动省内工业品销售收入 244 亿元。这些措施对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实现保增长目标起到了决

定性作用，形成了工业经济逐月增长，稳定回升的良好态势。( 见图 1 － 8)

图 1 － 8 分月累计工业增加值及增幅

( 二) 加强规划引导，结构调整进展良好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奋战中，全省始终坚持在保增长中调结构，在调结构中保增长，坚持做大做强

优势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及时制定了汽车制造、装备、钢铁、有色金属等 12

个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及实施方案，发布了《陕西省关于加快产业集群发展的指导意见》和《陕西省

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纲要( 2009—2015 年) 》，编制完成了 21 个产业集群专项规划。充分发挥投资和

项目建设作为调结构的杠杆作用，加大工业投资，促进产业的不断优化升级。各市区按照省上的统

一部署，积极组织产业振兴规划和产业集群发展纲要的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企业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加深了对结构调整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转“危”为“机”意识显著增强，积

极面向市场调整产品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在各方努力下，全省工业结构出现了积极变化，主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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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一是能源化工和装备制造业两大优势产业围绕总投资 480 亿元的 116 个重点建设项目，加大技

术创新和技术改造力度，促进产业升级。其中陕西汽车集团重型商用车 12 万辆扩能改造、比亚迪汽

车二厂年产 30 万辆整车项目、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龙门式复合加工中心系列技术改造等一

批重大项目竣工投产。

二是先后与比亚迪、拓日、尚德、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等企业分别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与特变电

工、中电投等企业就延伸光伏产业链达成了合作意向。延长石油集团和陕西电子信息集团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组建陕西光伏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200 亿元，共同打造太阳能光伏产业链。16 个光伏

产业重点项目进展顺利，完成投资 27 亿元，形成了年产多晶硅 2000 吨、太阳能电池及组件 600MW

产能，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80 亿元。

三是“大飞机”项目取得积极进展。省工信厅紧紧抓住国家航空产业整合、“大飞机”项目落户

陕西的有利时机，积极落实省政府和中航集团战略合作协议，协调资金 1000 万元，促进“大飞机”项

目和商用飞机配套项目建设，推动航空产业“一基地五园区”加快发展，形成以大型飞机制造为龙头

的航空产业链，带动航空产业大发展。

( 三) 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产业集群发展成效显著

一是大企业大集团发展战略取得新进展。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4129 户，其中大型企业

83 户，大型企业集团 54 户。销售收入过百亿的企业达 16 户，有 8 户入围中国企业 500 强，5 户入围

装备制造 500 强。延长石油、长庆石油、有色集团、陕西煤化集团销售收入分别突破 800 亿元、600 亿

元、530 亿元和 300 亿元。一批优势企业并购重组步伐加快，通过增资、受让等方式优化企业结构，扩

大企业规模。西电集团接收宝光集团 92%的股份，陕汽集团在天津、温州和长沙分别组建专用车公

司，秦川集团增资控股宝鸡机床集团，陕煤集团成立西安重工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陕鼓集团通过

增资、受让等方式持有上海鼓风机 69%的股权，宝鸡石油机械集团公司完成对咸阳钢管钢绳有限公

司兼并重组，宝鸡石油钢管公司重组整合了资阳钢管厂、辽阳钢管厂等石油系统制管企业。

二是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创建蓬勃开展。在全国首批创建的 62 家示范基地中，“陕西省西

安市汽车产业示范基地”、“陕西省西安市航天产业示范基地”、“陕西省西安市航空产业示范基地”

获得了“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称号，数量居全国第四位，仅次于上海、江苏和四川。制定了

《陕西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实施意见》，省级示范基地认定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目前全省共有

各类工业园区 114 个，园区实现工业总产值 4547． 9 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 54． 4%，对全省工业发

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示范基地的创建对全省工业园区的发展有着显著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三是积极推进全省产业集群发展。目前，我省产业聚集程度不断提高，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产业

结构不断完善，发展方式进一步转变，已在装备制造、能源化工、高新技术、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等领

域形成了 20 多个产业集群的雏形，呈现出主要龙头企业发展势头强劲、主导产品优势不断提升、产

业主体向园区集聚的突出特征。全年各集群合计完成工业总产值达 7500 多亿元，占到全省工业的

90%以上。为了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省工信厅按照高起点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了 21 个产业集群发

展规划，明确了发展思路、目标和任务，有力促进了全省产业集群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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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抓技术进步，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

全年分“四批”实施技改重点项目，共 777 项，总投资 2709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持项目 147

个、省重点技改项目 38 个、省财政支持项目 350 个。新增中央预算内技改资金支持项目 30 个，支持

资金 2． 3 亿元，中央中小企业技改项目 117 个，支持资金 0． 9 亿元。省财政支持企业技术改造资金

5． 2亿元，撬动银行贷款 157 亿元。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达产后可年新增销售收入 200 多

亿元。技术改造项目库建设逐步完善，储备项目 2302 个，总投资 14266 亿元。其中 2010 年新建、续

建项目 596 个，总投资 1593 亿元。通过实施技术改造，企业装备水平得到提高，工艺得到改进，成本

不断降低，竞争力得到显著提高。

实施了“四抓一提高”技术创新工程，即抓基础、抓创新、抓联合、抓服务，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一是创新能力稳步提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达到 13 户，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143 户，占全省大中型

企业的 32． 6%。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进一步加强，全年实施重点项目 54 个，其中具有国

际领先水平 3 项，国际先进水平 9 项。二是新产品开发取得新成效。实施 585 项重点新产品开发，

同比增长 27． 5%，全省大中型企业开发新产品 1500 个，产值 596 亿元，占大中型企业总产值的

11． 9%，提高 1． 6 个百分点。三是重点技术创新实现突破。全年实施 62 个重点技术创新项目，着力

攻克制约我省工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四是产学研联合水平不断提高。组织实施 50 项产学研联合开

发重点项目，其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 17 项。据对 85 户企业统计显示，全年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

623． 31 亿元，占 25． 5%，研究与试验发展项目 2909 个，专利申请数 1378 件，拥有发明专利 397 件。

( 五) 充分发挥军工优势，军民融合发展加速推进

我省军工综合实力全国第一。为了充分发挥军工优势，省政府确立了“军品为本，民品兴业”的

发展思路，坚持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全面推动军民结合产业发展。一是着

力推动“大飞机”项目实施。省政府与中航工业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中航飞机有限公司，大

飞机项目正式落户陕西。省工信厅认真落实省政府和中航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积极支持中航工业公

司加快建设和运行，推动“一基地五园区”加快发展，以大飞机项目带动航空产业大发展。二是省政

府出台了《关于实施“双百工程”推进军民结合产业突破发展的意见》，确定重点抓好 100 个军民结

合企业，重点支持 100 个军民结合产业化项目。三是加快军民结合产业园区平台建设。积极协助航

空、航天、兵器和船舶等产业基地和园区的建设，帮助落实引进项目，园区建设有了较快发展。

( 六) 抢抓发展机遇，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启动

在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太阳能光伏和半导体照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启动并形成一

定规模。我省先后与比亚迪、拓日、中电投、碧辟佳阳、尚德等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与美国应用

材料公司在技术咨询、人才培训、产品可靠性测试、设备本土化等方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16 个重

点建设项目进展顺利，完成投资 38 亿元，已形成多晶硅 2000 吨、太阳能电池及组件 600MW 产能。

积极筹划在省内日照条件良好、地域广阔的榆林地区，应用省内生产的光伏产品，分期建设 100MW

的太阳能光伏并网示范电站，既为省内光伏生产企业提供一定的应用市场，验证大规模光伏产品的

应用技术，探讨并网电站发展模式，同时也向国内外展示陕西发展光伏产业的决心和成果。在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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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半导体照明应用方面，积极实施“十城万盏”工程和部分园区的点亮工程，陕西大功率半导体照明

地方应用标准前期工作完成，在此基础上，谨慎开展城市道路照明试点，探索城市道路照明节能替换

的商业成熟模式，为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创造条件。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 项目建设有“透支”迹象，可能影响来年工业增长

为了完成工业保增长目标，各级各部门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项目建设力度，一些新项

目提前投入、提前产出，有些项目甚至还没有得到批准就已经开工建设。银行资金也较为宽松，踊跃

放贷支持项目建设。这些措施短期内是有效的，但难以长期施行，各项刺激措施将会逐步退出，对持

续快速发展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将会影响来年的经济增长。2009 年边建设边办手续的情况扩大了统

计范围，工业部分企业将因投资统计方法更加严格而无法纳入统计范畴。国际市场萎缩现状没有改

变，国内市场的启动和扩大也需要有一个过程。企业产能过剩问题没有被解决的，市场的变动将使

问题进一步凸显，使工业投资增幅下降成为必然。

( 二) 石油和有色金属产品价格下降对工业增长影响较大

石油和有色行业是我省工业的支柱产业，产值占全省工业的 30%以上，利润占 40%以上。受金

融危机影响，原油和有色金属产品价格比上年大幅下降，对全省工业增长和经济效益产生负面影响。

原油价格上半年最高时同比下降 60%以上，有色产品价格下降了 70%，下半年虽然有所回升，但一

直在低位徘徊。由于价格因素，虽然石油和有色产品产量增加，其中天然气增加 32%，十种有色金属

增加 20%，但是石化行业产值同比下降 7． 0%，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利润下降 41． 7%，有色冶金增幅

回落 12． 5 个百分点，利润下降 65%。

( 三) 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状况没有改变

企业流动资金紧张多年来是制约我省企业发展的瓶颈。2009 年，国家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

策，我省实施的企业贴息贷款政策，各项贷款增势强劲，对企业应对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短期流

动资金贷款增幅远远低于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增幅，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问题依然突出，特别是中

小企业贷款融资难的现象普遍存在，直接影响到企业生产经营。这其中有企业自身发展的因素，也

有我省资本市场发展缓慢，企业融资渠道不畅的因素。全省上市公司 29 家，仅占全国的 1． 8%，融资

额仅占全国融资总量的 1． 4%，明显偏少。

( 四) 市场销售不畅，企业库存增加

2009 年上半年，我省许多重点企业产品订单大幅减少。汽车、机床工具、专用设备、食品、纺织等

行业平均订货量下降 20% ～40%，重型汽车产销同比下降 25%，变速器产量下降约 20%，机电产品

出口明显下降，导致资金被大量占用，企业经营风险加大。下半年，在促销政策和市场需求回升双重

推动下，销售虽然有所回升，但市场需求整体萎靡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导致企业产成品增加，应收

账款上升了 18%，亏损企业户数增加了将近 100 户，影响了工业经济发展。

( 五) 工业园区总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主要表现在:一是园区企业间的关联度小。产业链没有形成，企业缺乏根基于工业园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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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与当地经济总体发展的关联度较低。多数入园项目小，技术含量不高，牵动效应不强，产业的

集聚能力、辐射作用得不到发挥。二是园区企业技术水平总体偏低。入园企业的项目中属于高新技

术的项目不多，项目整体规模、水平、档次不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普遍偏低，不同程度地存在

雷同。三是园区定位比较模糊，特色和优势不明显。不少地方的工业园区都是“小而全”的综合型工

业园区，致使招商引资没有主攻方向，产业趋同化现象较多。四是园区基础设施配套薄弱，服务功能

不强。由于大多数地方经济特别是乡镇经济实力有限，配套服务的能力与投资者的需求差距较大，

影响项目和投资进入。

( 六) 工业能耗下降较慢，节能减排任务艰巨

2009 年，在 10 类产品的综合能耗中，我省有 8 类高于全国水平，万元 GDP能耗比全国高 17%，

煤耗高近 0． 4 吨。我省正处在加速发展阶段，以电力、建材、石化、有色和煤化工等为主的高耗能产

业发展较快，能源消费量不断增加。同时钢铁、水泥、电解铝、焦炭等一些重要行业中落后产能仍占

较大比重。为了实现工业保增长目标，部分地区放缓了落后产能淘汰工作，新建项目放松了能耗要

求。这些因素都影响节能减排工作开展。

四、2010 年发展思路、目标和原则

( 一) 2010 年工业形势

总体上看，2010 年工业发展形势审慎乐观。从国际上看，去年下半年以来，市场信心有所提升，

国际金融市场渐趋稳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回升加快，世界经济形势出现了好转迹象。

主要国际组织普遍调高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认为世界经济已经逐步开始实现恢复性增长。但

是，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金融领域风险尚未完全消除，国际贸易短期

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将是一个缓慢、曲折、复杂的

过程。

从国内看，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

起了决定性作用，回升向好的基础逐步巩固，各方面信心明显增强。2010 年中央将继续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效应将继续发挥。从目前趋势分析，

工业品市场需求继续扩大，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仍会保持一定规模，工业产品进出口也将好于上年。

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使工业企业更加重视技术进步、节能减排、产品质量和管理提升，工业经济

发展的活力将继续增强。但是，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一些深层次矛盾特

别是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外需下滑压力较大，内需增长后劲不足，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压力

加大，节能减排任务艰巨，工业发展方式亟待转变。

就我省而言，既具备持续较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矛盾。工业在经

历了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后，一批重大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强增长势头，新兴产

业形成了一批新的产能，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不断加大。国家出台了西部大开发新的十年规划和

相关政策，工作重点将由“打基础”更多地转向“兴产业”，为我们加快优势资源转化提供了新的机

遇。我省的工业发展越来越多地得到国家的重视与支持，陕北被确定为国家大型煤炭示范基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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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批准实施，我省与国家部委相继签订了一系列省部协议，有利于争取到更

多的政策支持。全球原材料价格开始回升，对我省能源化工等产业产生积极影响。在战略性新兴产

业方面我们具有科技优势，面临许多新的机会。这些都有利于工业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但是，我省

以资源类产业为支撑的工业经济结构不合理，抗风险能差，特别是国际能源价格跌宕起伏，对我省的

能源化工行业影响很大。另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资源深度转化不够，产业链条短，初级产品

比重大，科技含量不高，这些都影响工业发展。

总之，综观国际国内各方面的情况，2010 年我省工业发展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复杂，机遇与挑战

并存。国际国内各经济体正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全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

新兴产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寻找支撑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引擎，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我省工

业经济发展必须抓住机遇，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全面规划好“十二

五”工业发展，为下一个五年发展奠定好基础。

( 二) 发展思路和目标

2010 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之年。做好今年的工作，

对于战胜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十二五”规划启动实施打下良好基础，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我省将根据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按照省委省政府对全省经济工作的统一安排，

准确把握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展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自觉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

上来，统一到省委省政府的安排要求上来。

按照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和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精神以及省政府的安排部署，今年全省

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全面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实施“工业强

省”战略，坚持“调结构、上水平、促增长”，走陕西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着力抓好企业自主创新

和技术改造，着力抓好产业集群和大企业大集团发展，着力策划大项目、形成大产业、搞好大配套、构

建大格局，着力壮大优势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着力抓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

合，努力实现工业和信息化平稳较快发展。

主要预期目标是:

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 3800 亿元以上，同比增长 16%。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3100 亿元，同比增长 35%。

( 三) 主要原则

按照上述要求，全省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在 2010 年工作中，重点要把握好以下六条原则。

一是把实现工业强省目标作为首要任务常抓不懈。陕西作为内陆欠发达省份，加快工业化进程

是富民强省的主攻方向。牢固树立工业强省观念，叫响工业富民口号，扛起工业富民强省的旗帜是

我们工业和信息化系统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是把提高增长速度和质量作为推进工业发展的根本要求。要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始终保持

较快的发展速度。质量是发展的硬约束，转型升级、提高效率都要注意把好质量关。同时要始终牢

记速度是陕西工业发展的硬指标，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和问题，在适应的基础上一定要把速度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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