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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一季度

实现平稳开局；二季度保持上升态势，4、5 月份在

上年低基数之上各项指标高速增长，6 月份随着对比

基数的提升，主要指标增速有所放缓。

1    行业经济运行特点

1.1    增加值增速快速回升

上半年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7%，较一季

度加快 3.5 个百分点，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增

速 5.9 和 5.5 个百分点；近两年平均增速为 5.1%，高

于全国工业和制造业 1.5 和 1.6 个百分点。其中，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带动作用突出，增

加值增速分别达到 15.7% 和 13.1% ；专用设备制造

经济运行逐步复苏  创新引领产业升级
——2023 年上半年机械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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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平稳增长，增速为 5.5% 和 6.5%；

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速仅为 3.6%，低于全国工业和制

造业增速（图 1）。
1.2    产品产销形势逐步恢复

上半年机械工业重点监测的 120 种主要产品中，58
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占比 48.3% ；62 种产品产量同

比下降，占比 51.7%（图 2）。与一季度相比，产量增

长的产品比重提高 10 个百分点。具体看，主要产品产

销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汽车产销恢复向好，上半年汽车

产销量分别完成 1324.8 万辆和 1323.9 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 9.3% 和 9.8%。二是电工电器行业继续保持增长。

电源与电网投资保持高位，带动电力装备生产持续快速

增长，上半年发电机组产量同比增长 28.9%、太阳能电

池产量增长 54.5% ；低压开关板、

变压器等输变电产品的产量也高

速增长。三是国际油价处于相对

高位利好于相关装备市场，石油

化工设备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四

是工程机械受房地产建设低迷以

及行业周期性影响，上半年挖掘

机和装载机的销量分别下降 24%
和 13.3%。五是机床产品产量下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经历过三年疫情的重重考验，我国经济逐步

恢复。机械工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砥砺前行，在逐渐消除去

年底疫情肆虐对产业影响的同时，抢抓机遇、开拓市场，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实现较快增长，高质量发

展有序推进，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做出积极贡献。展望下半年，机械工业内需市场将进

一步改善向好，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但当前行业仍面临市场需求不振、账款回收难等问题，部分分行业

存在下行压力。

一  上半年机械工业运行情况

图 1    上半年机械工业增加值快速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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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金属切削机床和金属成形机床产量分别下降 2.9%
和 11.9%。

1.3    产能利用率稳步回升

生产的恢复带动产能力利用率稳步回升。上半年

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国民经济行业大类中，通用设

备、专用设备、汽车和电气机械行业产能利用率分

别为 79.4%、77.5%、72.7% 和 76.5%；与一季度相比，

4 个行业大类的产能利用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图 3）。与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相比，汽车

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仍处于低位，分别低 1.7 和 2 个百

分点。

1.4    经济效益与资产负债双增长

技术创新引领产品结构优化升级，推动机械工业

经济效益指标回升。汇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

半年机械工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3.6 万亿元，同比

增长 9.4% ；实现利润总额 7751.7 亿元，同比增长

12.2% ；增速高于同期全国工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

9.8 和 29 个百分点。但同时，机械行业负债也快速

增长，截至 6 月末负债总计同比增长 13.9%，高于全

国工业 7.2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达到 58.8%（图 4）。

1.5    固定资产投资走势分化

聚焦技术改造与新一代产品研发，上半年机械工业

主要涉及的国民经济行业大类固定资产投资均实现增

长，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仪器仪

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3.7%、7.7%、20%、

38.9% 和 24.1%（图 5）。其中，电气机械行业在电池制

造、输变电及控制设备等领域的带动下，2022 年 2 月

份以来投资增速始终高于 33%，表现出良好的态势；而

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两个基础性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呈现放缓走势，增速较一季度回落 3.9 和 2.9 个百分点，

也低于同期全国工业投资增速 5.2 和 1.2 个百分点。

1.6    对外贸易保持增长

汇总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累计实现进

出口总额 5361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其中，进口

1435 亿美元，同比下降 14% ；出口 3926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4.4% ；实现贸易顺差 2491 亿美元，同比增

长 41.2%，占全国贸易顺差中的比重超过 60%（图 6）。
从运行趋势看，与一季度相比，机械工业进口降幅

收窄、出口增速放缓，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速加快。

1.7    出厂价格指数下行

受市场供需形势影响，今

年 2 月份以来，机械工业出厂

价格指数进入下行区间，并且

降幅逐步加深。6 月份，机械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1.5%，降幅较工业窄 3.9 个百

分点。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行

业大类出厂价格降多增少，通

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

气机械行业出厂价格同比分别

下降 0.4%、0.5%、1.3% 和 1.9%，

仪器仪表行业增长 0.8%（图 7）。

2    行业运行中的亮点

随着做优做强实体经济、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各项措施落地

显效，机械工业主动作为、顺

势而上，产业结构优化、新动

能壮大、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2.1    装备供给能力提升助推能

源绿色转型

机械工业践行“双碳”战略，

图 2    上半年机械工业产品产销形势

图 3    上半年机械工业产能利用率稳步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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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构建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供应系统提供绿

色动力，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性的装备投入使用、国产化

水平提升。上半年，能源装备制造行业累计完成营业收

入2.9万亿元、利润总额1388.8亿元，

同比增长 13.9% 和 18.1%，对机械

工业营业收入与利润总额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 30.3% 和 25.3%。全球首

台陆上商用模块化小堆“玲龙一号”

反应堆核心模块竣工验收，标志我

国在模块化小型堆技术创新和核电

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方面实现重要

突破。全球单机容量最大、叶轮直

径最大、单位兆瓦重量最轻的 16 兆

瓦海上风电机组成功吊装，18 兆瓦

海上风电机组成功研制。我国首次

将光伏发电耦合固态储氢应用于电

力系统的电氢智慧能源站固态氢能

发电项目成功并网。

2.2    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汇聚发

展新动能

上半年机械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相关行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0.9 万亿元、利润总额 6079.2 亿

元，同比增长 10.4%、15.6%，增

速高于机械工业 1 个和 3.4 个百分

点。智能化产品从试点到推广应

用，在远程操控与诊断、智能巡

检、人机协作等方面取得大量应用

成果；一批机械企业入围智能制造

示范工厂。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首

台 10 米超大采高智能化采煤机下

线，国内首个大规模抽水蓄能人工

智能数据分析平台投入运行，国内

首个自主研发髋膝一体骨科手术机

器人上市。新能源与绿色装备供应

能力增强。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

销累计完成 378.8 万辆和 374.7 万

辆，同比增速均超过 40%，新能源

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

的 28.3% ；截至 6 月末全国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达到 1620 万辆，占汽

车总量的 4.9%。新能源工程机械

加快发展，电动叉车、挖掘机、装载机、矿用自卸车

等已经批量应用。电动叉车占叉车总量的比重已超过

62% ；电动装载机销量已超过 1100 台，接近去年全年

图 4    上半年机械工业营业收入与利润总额情况

图 5    上半年机械工业涉及的国民经济大类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图 6    上半年机械工业对外贸易运行趋势

图 7    上半年机械工业出厂价格指数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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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增长的指标提振了行业信心，但客观看，上

年对比基数过低是形成二季度机械工业主要指标较

高的一个原因。从两年平均增速看，上半年机械工

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增速分别为 7.4% 和 2.8%，距

离上半年上述指标两位数的同比增速有明显差距；从

绝对值看，上半年营业收入与利润总额的月均完成

额低于去年全年的月均水平。当前机械工业运行依

然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的多重风险与挑战，行业平稳

运行压力犹存。

1    国内市场复苏不及预期

上半年我国经济恢复呈现波浪式发展、曲折式

前行的特点，国内需求恢复不及预期，机械产品市

场不旺。自 4 月份起，制造业 PMI 新订单指数已连

续四个月位于临界值之下。机械企业在手订单不足、

短单居多。近期专项调查显示，60% 的企业反馈存

在订单不足的问题，比例比一季度末提高 6 个百分点；

34% 的企业在手订单仅满足近一个月的生产，48%
的企业满足今年三季度生产，部分已签订的项目延

期执行。市场全面有效恢复或将需要一定修复期。

2    保持外贸增长的压力加大

受全球供应链修复形成贸易挤压，以及发达经济

体复苏放缓等多重因素影响，外需市场下行压力逐

销量。世界首台绿色盾构机、全球最大吨位氢能源矿

用卡车相继下线投入使用。

2.3    量稳质升，外贸发展活力增强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下，机械工业外贸规

模稳定增长，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国际市场竞

争力增强。高技术产品出口明显增长。上半年，全

国外贸增长新动能的“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

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均出自机械行业，出口金额

同比增长 163.8%、58.1%、10.4%。此外工程机械中

技术含量较高的履带挖掘机、装载机、压路机、推

土机、电动叉车、全路面起重机、非公路矿用自卸

车等出口也实现快速增长。中国制造更加广泛地加

入到世界各国的建设发展中，为阿塞拜疆装机容量

最大的明盖恰乌尔燃气电厂建设提供电工装备，为

孟加拉首座核电站建设提供工程机械，为北美高端

市场提供成套化港口机械。仅今年上半年，机械工

业已为全球 230 余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机械装备。

2.4    创新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截至 6 月末，机械工业挂牌运行和批准建设的创

新平台达到 260 家，其中工程研究中心 130 家，重

点实验室 121 家，创新中心 9 家，基本形成了以企

业为主体，科研院所及高校为支撑、辐射面较广、

研究实力较为雄厚、功能比较完备的行业科技创新

体系。创新体系建设有力地支撑了创新发展，大国

重器研制亮点频现。额定起重力矩 20000 吨米的全

球最大塔式起重机下线，将用于世界最大跨度三塔

斜拉桥——马鞍山公铁两用长江大桥项目建设。成

功研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台 12000 米

特深井自动化钻机，为挑战深地极限、开发超深层

油气资源提供了坚实的装备保障。成功研制世界首

台容量最大户外智能型 50000kVa/110kV 有载干式变

压器，相较于油浸式变压器更加清洁，满足了水源

地区项目的环保要求。成功研制世界首台套 3000 吨

级 OMB 多喷嘴对置式粉煤加压气化炉，实现煤化工

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的历史性突破。

2.5    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聚焦短板，瞄准产业链的卡点、断点，机械工业

加大研发力度，基础能力提升、固链稳链取得新进展。

安装在广州抽水蓄能电站 7 号机组的我国首套 300
兆瓦抽蓄机组“芯片级”自主可控励磁系统和调速

器系统稳定运行，有力增强我国抽水蓄能产业链供

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功率

20MW 半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成功下线，标志着我

国大功率海上风电发电机自主研制能力又上新台阶。

成功研制的全球首套氨氢融合复合动力燃料供给系

统在一汽解放液氨直喷零碳内燃机成功点火，标志

我国在商用车氨氢融合内燃机研发领域取得重要进

展。国内首台 150 兆瓦级大型冲击式水轮机转轮成

功下线，标志着我国冲击式水轮机核心部件实现了

“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

二  行业运行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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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求市场总体恢复向好与国家各项政策的支持

下，上半年机械工业稳定运行，为完成全年预期目

标奠定良好基础。展望下半年，利好于机械工业运

行与发展的因素在陆续释放。首先宏观政策调控力

度增强，近期密集出台了一批促进消费、稳定投资、

改善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

叠加发力将有效改善发展环境、增强市场信心、进

一步释放市场潜力，对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回升向好

发挥积极带动作用。其次，随着“十四五”规划中

的重大项目、重点工程等进一步开工建设，基础设

施建设提速，房地产建设走出谷底，传统产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速，需求市场有望加快 
恢复。

但是应该看到，下半年机械工业实现平稳运行压

力依然存在。一方面世界经济衰退风险上升、通胀

预期延续，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威胁着全球贸易复苏，

步显现。近三个月，机械工业外贸出口金额环比持

续下降。6 月份，机械工业 14 个分行业中有 13 个分

行出口环比下降，前期表现良好的汽车行业出口金

额环比下降 12.3%，重型矿山、机械基础件、机器

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出口金额环比也表现出两位数的

下降；特别是机械工业当月出口金额出现了今年以来

的首次同比下降。从贸易伙伴看，6 月份机械工业对

美国、俄罗斯、德国三大贸易伙伴出口环比均下降，

降幅分别为 11.8%、2.7% 和 5.3%。同时受美联储加

息影响，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短缺，导

致用户付汇困难，来自非洲、南美等国家的新签订

单下降。近期专项调查显示，55% 的企业在手海外

订单仅满足近一个月的生产，30% 的企业满足今年

三季度的生产；预计全年出口额同比下降的企业由一

季度末的 22% 升至 28%。

3    账款回收难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全行业

截至 6 月末，机械工业应收账款总额为 7.7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9.7%，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应收账款增

速 9 个百分点，占全国工业应收账款总额的比重超

过 1/3 ；机械工业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 96 天，高

于上年同期 7.3 天，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平均水平（63.2
天）32.8 天。专项调查结果显示，上半年 56% 的企

业应收账款增长、24% 的企业持平；48% 的企业反馈

应收账款中逾期的金额同比增长。

4    部分行业下行压力较大

高增速之下，机械工业内部分行业之间运行分

化明显，部分行业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农机行业上

年末排放标准切换、相关产品出清。今年年初经历

了短暂的补库存周期后，生产明显放缓。上半年 10
种重点监测产品有 7 种产量下降，行业营业收入同

比下降 10.7%、利润总额下降 12%。轴承、紧固件、

工业链条等量大面广的基础件产品主要为燃油车配

套，随着新能源车的快速发展传统燃油车占比下滑。

上半年传统燃油车占汽车总产量的 71.4%，较上年同

期下降 6.6 个百分点，原有产业链上的配套企业承压。

上半年机械基础件行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6%，所

属的通用设备制造业 6 月当月增加值由正转负，同

比下降 0.2%，下半年降幅或将继续扩大。

发达经济体对供应链多元化诉求提升、大国间在关

键领域的博弈加剧。另一方面国内市场三重压力虽

得到缓解，但依然面临内生动力还不强、需求不振、

经济转型新的阻力等多重考验。

综合分析，下半年机械工业经济运行将保持稳定

增长的态势，随着对比基数的抬高，主要指标增速

逐步放缓，全年工业增加值、营业收入、利润总额

等指标增速在 5% 左右，外贸进出口基本稳定。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

年，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经济面临新的困难挑

战。机械工业全行业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提振信心、努力作为，推动产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和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新精神新面貌，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为圆满完成“十四五”目标任务、实

现机械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三    机械工业全年运行走势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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