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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制造业经济发展韧性和张力提升运行稳中向好
——解读《基于五金指数调查的永康制造业经济发展年度报告》

7 日，记者从中国
永 康 五 金 指 数 编 制 办
公室获悉，《基于五金
指 数 调 查 的 永 康 制 造
业经济发展年度报告》
新鲜出炉，报告从生产
与外贸景气指数、原材
料与产成品价格指数、
生产订单量景气、从业
人员景气指数、高新技
术 产 业 与 战 略 新 产 业
景气指数、七大行业景
气指数、产成品与用工
成 本 和 原 材 料 成 本 景
气 指 数 等 方 面 进 行 全
面分析，展示我市制造
业经济发展情况。

报告显示，2015 年
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继续
增大的背景下，我市制
造业经济凤凰涅槃浴火
重生，在困难与挑战中
继续前行。据中国永康
五金指数调查，制造业
经济总体走势平稳，运
行状态高开、稳走、向
好，结构调整稳中有进。

企业转型升级意愿
增强，大企业发展态势
良好，高新技术产业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加
快，制造业消费品行业
保持竞争优势，创新驱
动和消费拉动的新增长
动力加快形成。

不过，我市制造业
仍面临较大的困难，市
场需求不足的矛盾仍未
缓解，一些传统制造业
转型升级步履维艰，产
能过剩矛盾较突出，小
微企业生产经营依然较
困难，要素成本上升是
影响企业产品竞争力的
主要矛盾。

中国永康五金指数

通常以 100 点作为经济

强 弱 的 分 界 点（枯 荣

线），指数值大于 100，表

明 景 气 处 于 扩 张 状 态

（向好），其值越趋近于

200，表明景气越繁荣；

指数值小于 100，表明景

气处于回落状态，其值

越趋近于 0，表明景气越

萧条，不景气。

制造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通讯员 马笑苏
记者 吕高攀

2015年永康制造业景气总体运行平稳，主要运行指标有涨有落，生产指数处于回落状态，新订单指数稳中趋缓，
外需有所回落，价格指数持续低位，主要原材料价格景气指数波动回落，从业人员指数稳中趋缓，企业预期趋向稳定。

2015 年永康制造业生产景气

总指数（见图①）在 98.0 点至 91.0

点之间波动，上半年除 2 月份受春

节假日因素影响之外，在100点临

界值附近徘徊。下半年受国内市

场需求疲软拖累，10月份有大幅回

落迹象，11 月份企稳回升，全年生

产景气总指数年均值为94.3点，外

贸景气总指数年均值为93.9点，呈

现出生产景气略好于外贸景气。

生产指数是同期指标，体现了

企业生产经营的活跃程度。通常情

况下，市场需求增加，企业生产加

快，生产量上升，反之生产量则回

落。2015年除2月份受春节假日因

素影响外，生产景气指数（见图②）

回落至 91.0 点，其余月份均高于

91.0点。年均值为94.0点以上，总

体经济运行表现平稳。但与去年均

值96.7点相比，幅度有所降低，年均

值略低于去年，表明制造业生产量

景气度稳中趋缓。

从 2015 年新订单指数（见图

③）全年趋势看，除 2 月份春节影

响以外，3月、4月在景气指数值在

102 点与 101 点之间波动，处于扩

张状态，表现为向好，6月至9月走

势平稳，10月份小幅回落，11月强

势反弹，市场需求反映总体平稳。

2015 年永康制造业新出口订

单指数除 4 月份有上升至 100 点

之外，其他月份处于回落区间，盘

内震荡调整幅度较大，11 月受人

民币汇率快速贬值的影响，呈现出

小幅回升的势头，12 月份景气度

又降至 90.0 点以下，回落趋势幅

度加大，表明 2015 年制造业出口

企业的订单状况呈收缩态势。

内需好于外需，内需拉动力增

强。新订单指数反映市场需求情

况，是一个领先指标；新出口订单

是一个外需先导指标，通过生产内

销新订单与新出口订单指数之差，

大致可以看出内需与外需的变动

情况。生产新订单景气指数年均

值为 92.95 点，新出口订单景气指

数年均值为 89.29 点，生产订单指

数明显高于新出口订单指数 3.66

个点，生产新订单景气指数处于扩

张（向好）的月份有 3 月至 4 月份，

而新出口订单指数全年处于回落

区间，表明内需明显好于外需。

2015 年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低迷、国内产能严重过剩以及去库

存进度加快等多因素的影响，主要

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持续低位波

动回落。2015年各月份，主要原材

料购进价格指数（见图④）均低于

临界值100点，景气指数年均值为

96.9点，处于回落的状态。产成品

出厂价格指数处于收缩区间，景气

指数年均值为89.4点，与原材料购

进价格景气指数相比，产成品出厂

价格景气指数收缩幅度大于主要

原材料购进价格景气指数回落幅

度，产成品的材料成本加大，使利

润滑坡缩水，增长乏力，债务负担

不断加重，从而抑制市场需求。

近几年来，我市制造业行业受

用工成本的不断上涨倒逼，企业纷

纷改变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加大

技术改造和“机器换人”投入，企业

用工呈现趋势性减少状态。

从生产人员景气指数（见图

⑤）变 化 情 况 看 ，2014-2015 年

永 康 制 造 业 从 业 人 员 有 所 回

落 ，意 味 着 永 康 制 造 业 吸 纳 就

业人数在下降。

从制造业企业对未来生产经

营预期指数变化情况看，除个别

月份因季节因素外，全年指数年

均值在 97.4 点以上运行，处在较

为景气的区间，总体表现平稳。

总结近几年对企业的调研情况

看，三类企业对经济预期最稳定、

最 有 信 心 ，一 是 稳 健 经 营 型 企

业。坚持稳健经营，发展思路清

晰，虽短期也遇到资金、技术、市

场等方面的困难，但总体上能把

握大势，平稳发展；二是创新型企

业。有强烈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

式创新的内在动力，对技术变革

和产业发展有深刻的洞察力，能

抓住技术变革所带来的难得机

遇，对未来发展信心十足，潜力巨

大；三是转型升级早的企业。不

满足于一般加工，向产业链的前

端和后端发展的企业。

制造业发展韧性张力显著提升
2015年我市制造业经济以改革创新、转型升级为抓手，顺应发展新趋势，开拓发展新空间。企业转型升级意愿

增强，经济效益明显改善，结构调整稳步推进，创新驱动和消费拉动已经成为新的增长动力，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大企业成为持续增长的重要“稳定器”，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张力显著提升。

大企业运行正常，是保持扩张

的重要力量。大型企业是我市制造

业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例如众泰

车业指数从2014年至2015年制造

业大型企业景气走势看，除了 2015

年 7 月波动回落至 83.8 点之外，其

他月均运行 100 点以上，两年均值

分别为 109.8 点与 108.9 点，处在扩

张态势，表明生产景气向好，是拉动

永康制造业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中型企业压力有所加大。中型

制造业企业是永康民营经济的主力

军，是永康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所

在。近几年我市中型制造业企业经

受市场的考验，处于加快调整的阶

段，由于全球经济明显不好，结构调

整对中型企业短期景气影响较大，

造成中型企业的生产经营压力有所

加大，呈现出要逐渐向好，则需艰难

努力的态势。

小微型企业运行比较艰难。小

微型企业是创造就业和创新发展的

主体，近几年来在国家政策支持下，

小微型企业发展矛盾有所缓解。五

金指数中小微企业景气指数表明，

我市小微型制造业总体处于制造低

端，企业发展仍很艰难。

高新技术产业（见图⑥）快速发

展。高新技术产业是创新驱动的重

要平台。五金景气指数调查数据显

示，高新技术制造业景气指数位于重

点行业之首，始终保持较高的景气

度，表明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科

技创新展现出新的活力，科技创新对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了动力，引领

永康制造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五金指数中，能监测到高新

技术产业的有设备制造业、交通运

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造业、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

造业等五个行业，2015 年高新技术

制造业景气除 7 月交通运输设备有

较大波动之外，各行业的景气都处

在 100 点临界点之上，年均值为

101.8，高出本年整体制造业景气年

均值94.3的7.3个点，表明在大力推

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快结构转

型升级政策的带动下，高新技术产

业增速持续加快，企业活力进一步

增强，尽管制造业整体增速有所趋

缓，但增长的后劲有所提升，保证了

永康制造业经济增长平稳可持续。

近几年，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制造业表现出快速发展势头，一些

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新能源产业等成长迅速，反映出永

康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科技

竞争制高点的发展态势。从战略

性新兴产业景气趋势看，2015 年

景气指数年均值分别为 97.6 点，高

出本年总体制造业景气年均值 3.3

个点，表明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呈

较快发展态势。

调查数据显示，制造业消费品

行业景气指数保持较快增长步伐，

2015 年内销与外贸景气度年均值

水平分别为99.3点、93.8点，消费品

内销景气度明显高于整体制造业水

平5.0个点，且其优势越来越大。

2015 年，消费品景气指数（见

图⑦）在内销与外贸反映出来的走

势中内需拉动明显，表明随着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和城乡居民收

入的稳定提高，社会需求将不断增

长，消费拉动力逐渐增强，与消费品

相关的制造业增长保持较快稳定态

势，对稳定我市经济增长的作用越

来越突出。

五金指数编制涉及到的行业主

要集中在我市八大行业中的七个行

业（金属材料行业本五金指数尚未

列入，有待于以后扩充），其中占比

最 大 的 门 业 与 电 动 工 具 分 别 占

18%，其次是车业占17%，再次是休

闲器具占 12%，杯业与技术装备各

点11%，电器厨具占9%（见图⑧）。

五金行业分化明显，车业景气

高位运行。在五金七大行业中，从

行业指数景气年均值中看，车业连

续两年景气指数年均值为 109.8 点

与 108.9 点，均在高位运行，分别高

于临界值 9.8 个点与 8.9 个点，是处

于较好的运行趋势；其他行业都在

中位运行，景气度排名在前的分别

为车业、杯业、电器厨具、休闲器具、

技术装备、电动工具、门业。

七大行业回落中实现缓中企

稳。五金景气指数显示年均值与去

年同期相比呈三升四降，景气度回

落幅度最大是门业，同比下降 4.1

点，其次是电动工具，同比下降 2.3

点，再次是技术装备，同比下降 1.3

点。2015 年从分月情况来看，景气

度处于扩张、向好态势高位运行的

有：车业 9 个月经济运行情况向好，

技术装备行 3 个月经济运行情况向

好，门业、杯业、电器厨具、休闲器具

分别仅 1 个月略好于其他月份。七

大行业全年生产呈高开、低走、探

底、回升的走势，总体呈中低速平稳

增长的态势。

龙头骨干企业稳增长的支撑作

用明显。在七大行业中，我市最大

车业龙头企业连续两年生产景气年

均值高于各行业平均值 12.2 个点

以上，拉动全市经济增长，据统计资

料显示，仅有众泰集团工业总产值

同比增长 75.0%以上，拉动全市经

济增长5.5个百分点。

从我市七大行业分化程度上来

看，一方面说明市场自发调整的要求

迫切，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行业竞争

愈发激烈，新兴行业快速发展；另一

方面也说明传统行业、资源型行业需

求减弱，进而导致对低端消费品和资

源型产品需求减弱，制造业内部行业

运行态势加速分化。由于传统资源

型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占比仍然较

大，运行越来越困难，给整体制造业

发展带来影响。因此，加快淘汰落后

产能和“僵尸企业”、实现“腾笼换鸟”

是制造业结构调整的必然之举。

供给侧改革需求迫切
在制造业经济整体保持平稳发展的同时，应该看到当前制造业经济发展中仍面

临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内外需低迷，部分产业低端，竞争力减弱，产能过剩矛盾

仍较突出；一些企业经营困难，不少矛盾和困难相互交织、相互叠加；要素成本提高使

得永康制造业优势微小，制造业经济内生动力相对不足；制造业投资增长放缓，企业

用工的结构性矛盾凸显。

企业开工不足，在手订单减少。在

手订单是制造业企业尚未兑现的订货

量，通常在手订单指数高于 100%，说明

企业订单充足，产能利用率较好；如果在

手订单指数高于 110%，一般认为在手

订单的速度快速上升，产能严重不足。

在手订单指数低于 100%，说明企业订

单短缺，产能利用率不足，产能过剩；如

果在手订单指数低于 90%，一般认为订

单减少的速度快速上升，生产能力充足

而订单不足加剧，产能严重过剩。

从订单指数情况看，2014 年有 4 个

月在100.0临界值以上运行，说明有4个

月企业订单充足，其它月份均显示订单

不足。2015 年全年仅 2 个月有充足订

单，8 个月显示订单不足，2 个月订单短

缺，回落幅度较大，说明 2015 年较去年

生产能力充足而订单不足的现象进一步

加剧，产能过剩矛盾突出。

产能过剩的矛盾仍呈增大趋势。通

过生产指数与新订单指数的差值，可以

清晰地看到企业生产能力大于市场需求

的状况。2014-2015 年制造业生产和

新 订 单 指 数 均 差 值 分 别 为 0.13 和

1.39，2015 年较去年增加 1.26，产能过

剩呈增大的趋势，表明产能过剩的矛盾

进一步加剧。

市场需求不足，订单减少。从新订

单指数变化看，2015 年（92.95）较 2014

年（96.38）年 均 值 差 3.43 个 点 ，表 明

2015 年制造业企业订单增速较去年下

降，据企业家反映市场需求不足的矛盾

与去年相比呈上升趋势，市场需求不足

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见图⑨）。

据五金指数景气调查显示，2015年

产成品价格景气指数年均值差值同比下

降 5.38 个点；而从生产成本各项景气指

标上来看，2015年生产劳动工资景气指

数年均值差值同比上升 6.21 个点，主原

材料价格景气指数年均值同比上升4.58

个点。以上指标表明，产成品价格持续

下降与劳动力成本、购进原材料成本持

续上升直接导致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进一

步加大、企业盈利空间被挤压，从而给制

造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带来一定程度上

的负面影响（见图⑩）。

资金紧缺，流动性不足是制约企业

稳健运营的主要因素。

资金占用严重，因需求不足造成企

业销售不畅。据五金景气指数显示，产

品库存景气指数年均值 96.33 点，高于

销售回笼景气指数年均值 1.5 个点，表

明当前企业资金沉淀严重，流动性不足。

资金紧张日趋严重。2015 年资金

周转景气指数年均值为 93.03 点，慢于

去年同期 1.57 个点，资金紧张呈逐波上

升态势，表明当前企业资金紧张状况日

趋严重，生产经营面临更大的困难。

资金风险加大。当前，面对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风险加剧。一方

面金融机构为防范行业风险加强，导致

部分企业流动资金进一步减少，面临资

金链断裂风险。另一方面企业间互保、

联保的风险较大，很可能会造成“多米诺

骨牌效应”，引起集群性、区域性、系统性

风险。这种互保、联保现象引爆的金融

风险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点关注，必须

做好防范和杜绝此类现象的蔓延。

总体运行平稳 走势稳中趋缓A

生产保持平稳 均值略低于去年B

市场需求有所回落 内需好于外需C

价格持续走低 回暖尚待观察D

从业人员景气指数趋势性下降E

企业预期总体稳定F

大企业表现良好 小微企业生存困难A

结构调整稳步推进 新动力加速形成B

行业结构深度调整 五金行业分化明显C

去产能强化开拓市场需求A

生产成本上升 企业利润缩减B

融资需求进一步扩大C

2015年各月我市制造业生产景气指数

与外贸景气指数走势（图①）。

2014-2015年各月生产景气指数走势（图②）。

2015年内销、外贸新订单量景气指数（图③）。

2015年原材料与产成品价格指数（图④）。

2014-2015年从业人员景气指数（图⑤）。

2015 年高新技术产业、战略

新产业景气指数（图⑥）。

2014-2015年消费品内销外贸景气指数（图⑦）。 我市制造业行业占比结构（图⑧）。

2014-2015 年

生产与新订单

量指数年均值

差值（图⑨）。

2014-2015 年

产品与用工成

本、原材料成

本 景 气 指 数

（图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