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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

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电子信息制造业和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 电子信息制造业和工业出口交货值累计增速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累计增速 电子信息制造业和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

11月我国制造业PMI升至50.3%

扩张步伐加快

1—10 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增
速较快，出口保持增长，效益稳步改善，投资
增势突出，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生产增速较快

1—10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12.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
高技术制造业高 6.8 个和 3.5 个百分点。10
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10.5%。

1—10月，在主要产品中，手机产量13.39
亿部，同比增长9.5%，其中智能手机产量9.9
亿部，同比增长 10%；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
2.78亿台，同比增长3%；集成电路产量3530
亿块，同比增长24.8%。

出口保持增长

1—10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
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0.7%，较1—9月
回落 0.4 个百分点。10 月份，规模以上电子
信息制造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下降0.1%。

据海关统计，1—10月，我国出口笔记本
电脑1.19亿台，同比增长1.4%；出口手机6.62
亿部，同比增长3.3%；出口集成电路2460亿
块，同比增长11.3%。

效益稳步改善

1—10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
现营业收入12.96万亿元，同比增长7.2%，较
1—9月回落0.3个百分点；营业成本11.33万
亿元，同比增长7.2%；实现利润总额5149亿
元，同比增长8.4%；营业收入利润率为4.0%，
较1—9月提高0.1个百分点。10月份，规模
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1.48万亿元，
同比增长4.9%。

投资增势突出

1—10 月，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13.2%，较1—9月提高0.1个百分
点，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分别

高0.9个和4.4个百分点。

区域有所分化

1—10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东
部地区实现营业收入90888亿元，同比增长
10%，较1—9月回落0.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
实现营业收入 21390 亿元，同比增长 7.1%，

较1—9月回落1.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实现
营业收入16647亿元，同比下降5.1%，较1—
9月提高0.3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实现营业收
入714.4亿元，同比下降14.3%，较1－9月提
高0.1个百分点。10月份，东部地区实现营
业收入10174亿元，同比增长8.5%，中部地区
实现营业收入2784亿元，同比下降1.7%；西
部地区实现营业收入 1750 亿元，同比下降

2.7%；东北地区实现营业收入 66.2 亿元，同
比下降13%。

1—10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
京津冀地区实现营业收入 6921 亿元、同比
增长 16.6%，较 1—9 月提高 2.1 个百分点，
营收占全国比重的 5.3%；长三角地区实现
营业收入 36751 亿元、同比增长 7.5%，较
1—9 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营收占全国比

重的28.4%。

注：
1.文中统计数据除注明外，其余均为国

家统计局数据或据此测算。
2. 文中“电子信息制造业”与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中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为同一口径。

本报讯 记者齐旭报道：11月
30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获悉，11
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为50.3%，比上月上升0.2个
百分点，制造业扩张步伐小幅加快。

“随着一系列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
持续协同发力，11月制造业PMI在
景气区间上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
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表示，
总体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供需两端均有回升。生
产 指 数 和 新 订 单 指 数 分 别 为
52.4%和50.8%，比上月上升 0.4 个
和0.8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
自今年 5 月份以来首次升至扩张
区间，表明制造业市场活跃度有所
增强。从行业看，通用设备、汽车
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
位于 54.0%以上，产需较快释放；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专用设
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
均低于临界点。在制造业生产和
市场需求改善的带动下，近期企业
采购活动有所加快，采购量指数升
至扩张区间，为51.0%。

二是中小型企业景气度改
善。大型企业PMI为50.9%，比上
月下降0.6个百分点，仍位于临界
点以上，继续保持扩张态势；中、小
型 企 业 PMI 分 别 为 50.0% 和
49.1%，比上月上升 0.6 个和 1.6 个
百分点，景气水平均有改善。

三是部分重点行业PMI稳中
有升。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
业 和 消 费 品 行 业 PMI 分 别 为
51.2%和50.8%，比上月上升 1.1 个
和1.3个百分点，景气度均有回升；
装备制造业PMI为51.3%，与上月
持平，相关行业保持稳步扩张；高
耗能行业PMI为49.2%，略低于上
月0.1个百分点，继续位于临界点
以下。

四是市场预期继续向好。生
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7%，比
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连续两个
月回升，表明多数制造业企业对未

来市场信心有所增强。从行业看，
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造纸印刷及
文教体美娱用品、汽车、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行
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均位于
58.0%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企业对
行业发展预期更为乐观。

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运行
方面，11月份，我国非制造业商务
活动指数为50.0%，比上月下降0.2
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

一是服务业景气水平与上月
持平。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
行业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
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
务、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
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
55.0%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业务总
量增长较快；受国庆假期效应消退
等因素影响，与居民出行消费相关
的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商务活
动指数不同程度回落。从市场预
期 看 ，业 务 活 动 预 期 指 数 为
57.3%，比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
为近5个月以来高点，其中航空运
输、邮政、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
业 业 务 活 动 预 期 指 数 均 高 于
65.0%，相关行业企业对市场发展
信心较强。

二是建筑业景气水平有所回
落。受天气转冷户外施工逐渐进
入淡季等因素影响，建筑业生产活
动有所放缓，商务活动指数为
49.7%，比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
从市场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
为 55.6%，比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
点，建筑业企业对近期行业发展预
期总体保持稳定。

记者还了解到，11月份，我国
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0.8%，与上
月持平。“这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
营活动总体继续扩张。构成综合
PMI产出指数的制造业生产指数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
52.4%和50.0%。”赵庆河表示。

（上接第1版）
大会发布了第三批区域性股权

市场“专精特新”专板名单、中小企
业专精特新发展评价指标，举行了
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签约
仪式，宣传推介了全国中小企业服
务网。开幕式前，陈吉宁、金壮龙、
龚正、单忠德、陈杰等同参会嘉宾共

同参观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成
就展。

大会以“专精特新 育新提质”
为主题，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
展促进中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国家中小
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上海市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协调办公室、上海
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联合举
办。大会设置主论坛及促进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技术创新服务2场平行论坛，
组织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一月一链”投融资路
演、校企协同创新对接3场对接活

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农
业农村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税
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
权局、全国工商联等相关部门和地
方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各地中小企
业主管部门负责同志，有关专家、
服务机构及中小企业负责人等各方
代表参会。 （耀 文）

（上接第1版）要强化顶层谋划，开
展“十五五”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规划
预研，实施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行
动，进一步完善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制度政策。要强化标准引领，按照

急用先行、系统推进的原则，制定一
批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
成熟一批、推进一批，持续完善碳足
迹标准体系。要强化任务落实，大
力推进分行业分领域节能降碳专项

行动，加快培育绿色低碳新兴产业，
深化工业节能监察和节能诊断服
务，健全节能监察体系。要强化要
素保障，加快工业绿色低碳工艺革
新、关键技术装备攻关和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推动健全有利于绿色低
碳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强人才培养，
健全工业碳达峰碳中和长效机制。

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并作交流发言。 （布 轩）

（上接第1版）
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

（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内的
大屏幕上，记者看到，钟鼓楼、正阳
门、先农坛等景点的人流数据、热力
图等不断刷新，实时图像亦可随时
调取查看。

“保护平台是一个中轴线统一
监测保护体系，可以集中监测与分
析文化遗产本体状况、周边环境、
产业结构、游客信息、安防等方
面，构建一条动态感知、状态分
析、问题研判、智能预警和协同保
护的‘智慧中轴线’，实现传统遗
产保护管理数智化转型升级。”北
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监测部
主任周子予告诉记者。

通过5G技术，中轴线周边形成
了一张完善的监测+业务保障网络。
2023年11月，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
监测与保护平台项目成为工业和信
息化部与文化和旅游部认证的第一
批“5G+智慧旅游”应用试点项目。

新一代信息技术不仅实现了对
中轴线遗产的全方位、智能化保护，
还巧妙融合了游览展示功能，使历
史瑰宝在数字世界中“重焕新生”。
在确保遗产安全无虞的同时，也让
更多人得以通过数字手段亲近、感
受中轴线的魅力。

家住北京的李女士对遗产保护
非常热情，她告诉记者，每周末都会
对中轴线上的遗产进行“巡检”，“比
如我上次去了太庙，走访了一圈还

拍了照，上传到‘数字打更人’，就完
成了检查。”

记者了解到，“数字打更人”是
微信小程序“云上中轴”的一个功
能，游客或志愿者可以通过上传中
轴线古物遗迹的照片，完成巡检，为
文物保护贡献力量。

“为了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对
中轴线遗产监测的保护工作中来，
我们推出了‘云上中轴’这个小程
序。专业的技术人员会对这些志愿
者上传的图片进行技术分析。”周
子予对记者表示，“‘数字打更
人’目前通过手机二维码扫描已经
有将近8万条信息，有效的监测数
据有将近3万条，已经上传到了监
测的大屏上。”

记者发现，中轴线遗产的核心区
域和缓冲区一共设置了160个界桩，
如果由专业工作人员对这 160 个界
桩进行长时间监测无疑是耗时耗力
的。但如今，让游客、市民和志愿者
参与到此项工作中来，通过“云上中
轴”小程序上的地图了解到附近的
界桩，就能够拍照、上传信息，从而
齐心协力保护好文化遗产。据悉，
在新技术使用后，北京中轴线文化
遗产的实时保护范围显著拓宽至原
来的6倍，人力成本降低了近40%。

线上与线下无缝对接，虚拟与
现实紧密结合，在 5G、元宇宙、
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保护
下，古老的文化遗产也焕发了新的
活力。

（上接第1版） 要拓展国际合作公
共服务职能，促进经贸合作、技术
交流、项目对接，服务行业企业高
质量“引进来”、高水平“走出
去”，在国际合作中推动产业链供
应链优化升级。

金壮龙要求，要深入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把严的基调、严的措
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要进
一步深化中央巡视整改落实，加
强内控体系和廉政风险防控体系
建设，严明外事纪律，严格落实
中 央 八 项 规 定 及 其 实 施 细 则 精
神 。 要 落 实 新 时 代 党 的 组 织 路

线，突出政治标准选贤任能，加
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
打造一支具有国际视野、专业担
当、守正创新、团结协作的高水
平专家队伍和国际化人才队伍。
要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倡导严
慎细实、雷厉风行、团结协作、敬

业规范的工作作风，牢牢守住廉
洁、保密、安全、质量“四条红
线”，以勇挑大梁、勇担责任的干
劲闯劲，撸起袖子加油干，确保完
成全年工作目标任务。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司局负责
同志参加调研。 （跃 文）

2024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在上海开幕

金壮龙主持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金壮龙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