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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我国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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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增长
较快，出口持续回升，效益有所下滑，投资增
速小幅回落，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生产增长较快

1—2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10.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
技术制造业高4.7个和1.5个百分点。

1—2 月，在主要产品中，微型计算机设
备产量4700万台，同比增长7.2%；手机产量
2.17亿部，同比下降6.1%，其中智能手机产量
1.62亿部，同比下降6.8%；集成电路产量767
亿块，同比增长4.4%。

出口持续回升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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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较2024年提
高3.7个百分点。

据海关统计，1—2 月，我国出口笔记本
电脑 2223 万台，同比增长 16.5%；出口手机
1.09 亿部，同比下降 11.7%；出口集成电路
473亿个，同比增长20.1%。

效益有所下滑

1—2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
业收入2.32万亿元，同比增长9.2%；营业成本
2.06万亿元，同比增长9.6%；实现利润总额387
亿元，同比下降9.4%；营业收入利润率为1.67%。

投资增速小幅回落

1—2月，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9.6%，较2024年回落2.4个百分点，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低1.9个百分点，比同期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高9.6个百分点。

区域略有分化

1—2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东

部地区实现营业收入16433亿元，同比增长
11.1%；中部地区实现营业收入3835亿元，同
比增长9%；西部地区实现营业收入2833亿
元，同比下降0.1%；东北地区实现营业收入
130亿元，同比增长6.6%。

1—2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京津
冀地区实现营业收入 1484 亿元，同比增长
27.9%，营收占全国比重6.4%；长三角地区实
现营业收入6608亿元，同比增长13.2%，营收
占全国比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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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乐成主持召开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2025年工作会议

2025年前2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以下简称“软件业”）运行态势良
好，软件业务收入增速平稳，利润总额恢复
两位数增长，软件业务出口增速与上年同
期持平。

总体运行情况

软件业务收入增速平稳。前2个月，我国
软件业务收入18965亿元，同比增长9.9%。

利润总额恢复两位数增长。前2个月，软
件业利润总额2328亿元，同比增长10.7%。

软件业务出口增速略有下降。前2个月，
软件业务出口80.3亿美元，同比下降0.3%。

分领域运行情况

软件产品收入稳健增长。前2个月，软
件产品收入4253亿元，同比增长8.3%。其
中工业软件产品收入441亿元，同比增长

6.4%；基础软件产品收入276亿元，同比增长
6.7%。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前
2个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12585亿元，同比
增长10.3%。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同比增
长8.8%；集成电路设计同比增长13.5%。

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增速小幅上
调。前2个月，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393
亿元，同比增长6.8%。

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稳定增长。前2个
月，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1735亿元，同比增
长11.9%。

分地区运行情况

前2个月，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
区和东北地区分别同比增长 9.8%、10.9%、
9.8%和10%。东部地区占全国软件业务总收
入的 85.1%。京津冀地区软件业务收入同比
增长 10.8%，长三角地区软件业务收入同比
增长 10.4%。北京、广东、江苏、山东、上海软
件 业 务 收 入 居 全 国 前 5，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0.6%、6.5%、9.7%、12.2%和14.1%。

前2个月我国软件业利润总额

同比增长10.7%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软件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软件业利润总额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2025赛迪论坛在京举办

（上接第1版）
会上，张立发布了由赛迪研究院规

划研究所、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所、
无线电管理研究所 （未来产业研究中
心）、工业经济研究所、科技与标准研
究所、节能与环保研究所、军民所等 7
个研究所承担的 2024 年新型工业化重点
理论研究成果，包括 《“十五五”时期
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路径研究》《人工智
能赋能新型工业化：范式变革与发展路
径》《我国未来产业新赛道发展策略研
究》《中国制造业国际化：趋势、风险

及 应 对》《数 字 经 济 时 代 的 新 质 生 产
力：变革逻辑与培育策略》《推动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路径与对策
研究》《新能源支撑制造业绿色化路径
研究》《航天经济测算体系：国际经验
与中国方案》。

张小燕发布了全球发展倡议新工业革
命伙伴关系网络合作成果，推动各方共同加
强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领域合作。

论坛上，赛迪研究院与马来西亚金斯利
战略研究院、比利时欧洲-亚洲中心、阿联酋
趋势研究与咨询中心等国际智库签署了“谅

解备忘录”。各方将共同开展联合研究、赋
能产业生态，推动产业对接，交流中国制造
以及中外工业化发展经验。

本次论坛同期举办了国际合作分论坛
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工业合作高级
别研讨会、创新驱动分论坛、“十五五”规划
分论坛、人工智能分论坛、商业航天分论
坛、低空经济分论坛6场分论坛，发布了研
究报告、对策建议、趋势前瞻等成果，举行
了签约、圆桌会议、“大咖谈创新”、“专家讲
应用”等亮点活动。

来自中国、巴西、哥伦比亚、玻利维亚、
古巴、秘鲁、智利、马来西亚、比利时、阿联
酋等国家的行业主管部门和研究机构，以
及地方政府、行业组织、高校院所、领军企
业、新闻媒体的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

（上接第1版）要聚焦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开
展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严格
源头管理，加大对新增拖欠的惩戒力度，建
设国家统一的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投诉平
台，健全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强化
上下联动，形成整体合力。要聚焦企业成
本负担重问题，加力扩围实施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组织实施新

一轮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强化
制造业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支持，有效
降低企业物流成本，不断提高政务服务水
平，进一步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多措并举减
轻企业负担。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成员单位要深入
基层一线加强调查研究，真找问题、找真问
题，把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各级

减轻企业负担工作机制的工作着力点。联
席会议办公室要抓好统筹协调，强化部省联
动，开展减轻企业负担综合督查，督促推动
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组织好全国减轻企
业负担政策宣传周活动，积极发挥协会、专
家、媒体等方面的作用，形成社会各界共同
关心支持减轻企业负担工作的系统合力和
全国上下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耀 文）

（上接第1版）
记者了解到，智算（数据）中心对储能

技术的需求有两个核心点：一是高安全，在
任何工况下，有效防控诸如热失控、短路等
各类安全风险，守住数据和算力的安全底
线；二是长寿命，能够耐受长时间的充放电
循环考验，持续稳定地为智算（数据）中心
提供可靠的电力支持，降低全生命周期成
本，保障业务的连续性。

“当前，智算（数据）中心主要采用铅酸
电池作为储能备电系统，其能量密度低、使
用寿命短、维护成本高，限制了智算中心的
规模化发展，迫切需要高能量密度、高安全
性的新型电池取而代之。”李玉昇说道。

为此，中移能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推出智算（数据）中心用浸没式高安全锂电
池产品，能够在保障电池系统安全的同时，
大幅降低电池系统占地空间，提高机房供
备电密度。

“所谓‘浸没式’，就是将电池的电芯完
全浸没在特制的‘碳氢基硅油’液体中。该
液体具备高效散热、化学隔离及物理抑制
等三大特性，能够从根本上杜绝电池热失
控所引发的起火、爆炸等安全风险。”展会
上，李玉昇指着一块浸在“透明”液体中的
电池包向记者介绍说，该技术适应性强，可
通过调整浸没液配方，适应从海南的高温
环境到漠河的极寒条件等各类极端气候。
目前，该技术已走出实验室，在实际场景中
得到验证和应用。

杨军则看好“物理+化学”的复合储能
模式。他解释说，复合储能具有互补性能
强、功能多、风险分散和综合效率高等优
势，例如飞轮储能在频率、电压、瞬时响应
等方面有优势，但是属于瞬时储能，需要液
流电池、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冰蓄冷、
光热储能及氢能储能等多种储能手段进行
技术耦合，才能满足未来大数据中心的大
规模能源需求。

“沙戈荒”成储能建设主阵地

“沙戈荒”地区是太阳能、风能资源富
足的地区。当前，以“沙戈荒”为重点的大型
风光基地正成为我国新能源项目建设的

“主阵地”，带动储能需求高速增长。
《行动方案》指出，针对沙漠、戈壁、荒漠

等新能源富集且本地消纳能力较低的地区，
支持新型储能支撑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消纳；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以沙
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
基地规划布局方案》提出，到2030年，规划建
设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
光基地总装机容量达到4.55亿千瓦。

“国际能源署此前预测，到2060年，新
型储能规模需求将突破10亿千瓦。不过，鉴
于风光装机量持续超预期增长，新型储能
的实际需求将显著超出这一预测值。”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系统中心副
主任、副研究员刘坚指出，除了规模攀升，

新型储能的功能定位也将发生转变，除了
调峰外，还可在电力系统运行中发挥调频、
调压、备用、黑启动、惯量响应等多种功能，
带来更广泛的收益。“因此，应将新型储能
纳入整体能源规划中，不仅将其作为顶峰
资源，还要考虑其填谷等调节功能和其他
灵活性资源的作用，形成更多元、更系统的
规划维度。”刘坚建议。

在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
究院院长齐屹看来，“沙戈荒”大基地普遍
远离电网主网架，消纳需要“两条腿”走路，
其中储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配置
储能，可有效平滑新能源功率波动，促进新
能源消纳利用，并通过搬运电量提升通道
送电利用率以及高峰时段的电网顶峰能
力。”齐屹说道。

据了解，截至2024年年底，宁夏投运储
能是472万千瓦，总体规模居全国第五位。
2024年，储能配置提升宁夏新能源利用率
2.88 个百分点，对于提升电网调节能力和
新能源消纳能力，作用非常明显。

不过，储能的配置比例并不是越高越
好。齐屹提醒，储能的发展存在边际效应。据
测算，在“火电400万+新能源1100万”场景
的基础上配置0~200万千瓦（4小时）储能对
晚高峰顶峰作用、新能源利用率的提升效果
接近线性。继续增配储能至300万千瓦以上，
单位容量储能对调峰、顶峰的效果逐渐下
降。“储能要发挥最大效用、建多少、在哪里
建，明确目标用途非常重要。”齐屹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