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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区 2020 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运行情况

今年以来，受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增城区工业经

济下行压力凸显。面对困难与压力，区委区政府大力推行暖

企稳企政策，各级各部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千方百

计抓复工复产，努力稳企促产，随着国内疫情有效控制，工

业生产持续恢复。

一、工业总体情况

工业生产逐月恢复向好，但稳生产压力较大。上半年，

全区 740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504.65 亿元，

同比下降 4.28%，比一季度回升 10.89 个百分点。前十大行

业合计实现产值 408.25 亿元，同比下降 3.72%，比一季度回

升 10.34 个百分点。分镇街看，上半年产值增长比一季度回

升的镇街有小楼（增长 53.36%回升 41.74 个百分点）、荔城

（增长 10.1%回升 6.15 个百分点）、增城开发区（增长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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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升 11.01 个百分点）、增江（增长 2.62%回升 11.89 个百分

点）、石滩（增长 1.52%回升 20.33 个百分点）。其它镇街降

幅比一季度均有不同程度收窄，工业生产持续恢复。

表 1：2020 年上半年增城区规上工业前十大行业情况

指标
企业数

（家）

上半年产

值（亿元）

同比增长

（%）

比重

（%）

增速比上

季度增减

（百分点）

接动规上

（个百分点）

全区合计 740 504.65 -4.28 100.0 10.89 -4.28

#亿元企业 169 414.30 -2.53 82.10 10.03 -2.04

新入库企业 191 32.04 48.44 6.35 10.26 1.98

前十大行业合计： 536 408.25 -3.72 80.90 10.34 -2.99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6 136.52 13.88 27.05 2.17 3.16

汽车制造业 51 88.65 -12.36 17.57 19.59 -2.3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8 40.79 -2.27 8.08 7.98 -0.18

纺织服装、服饰业 250 33.63 -37.71 6.66 -0.34 -3.86

摩托车及零配件制造业 9 26.28 -13.77 5.21 6.34 -0.80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4 19.01 12.39 3.77 16.95 0.40

金属制品业 39 16.99 -5.35 3.37 17.72 -0.18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27 16.09 50.96 3.19 29.26 1.03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9 15.36 -9.04 3.04 14.46 -0.29

通用设备制造业 33 14.93 3.81 2.96 5.61 0.10

二、工业运行主要特点

（一）工业生产恢复明显，行业恢复面扩大。

随着国内疫情有效控制，工业生产恢复明显，行业增速

出现大面积回升。上半年，全区规上工业 33 个行业中，增

速比一季度回升的有 26 个行业。其中：11 个行业实现正增

长，增速加快的有 8 个行业，增速回落有 3 个行业；降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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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的有 18 个行业。回升高于全区平均水平（10.89%）的有

16 个行业，多数行业回升明显。

表 2 2020 年上半年规上工业行业回升情况表

序

号
分行业

单

位

数

上半年产

值（万元）

上半年

同比增

速（%）

增速比一

季度回升

（百分点）

总 计 740 5046495 -4.28 10.89

8 个增速加快行业

1 医药制造业 8 59203 95.40 38.81

2 纺织业 17 61592 60.05 18.14

3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7 160934 50.96 29.26

4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6 1365211 13.88 2.27

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4 190116 12.39 16.95

6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7 14691 5.66 10.46

7 食品制造业 8 61713 3.91 29.43

8 通用设备制造业 33 149311 3.81 5.61

18 个增速降幅收窄的行业

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8 407918 -2.27 7.98

2 其他制造业 2 3094 -4.40 34.74

3 金属制品业 39 169870 -5.35 18.24

4 造纸和纸制品业 13 39052 -5.41 16.18

5 专用设备制造业 32 120843 -6.99 19.23

6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 87720 -7.34 8.33

7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9 153564 -9.04 14.46

8 仪器仪表制造业 3 2744 -10.97 16.11

9 家具制造业 16 139624 -11.61 16.49

10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 2682 -11.76 0.94

11 汽车制造业 51 886546 -12.36 19.59

12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37 108706 -13.30 14.13

13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9 262800 -13.77 6.34

14 农副食品加工业 12 66847 -16.30 12.33

15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6 22921 -17.47 5.05

16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9 15852 -18.62 1.96

17 化学纤维制造业 2 6173 -37.76 12.29

18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7 11455 -43.29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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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疫物资、居民生活保障性行业增长良好。

医药制造业、纺织业（口罩）、饮料制造业、燃气生产

和供应业等防疫物资、居民生活保障性行业增长良好，同比

分别增长 95.4%、60.05%、15.1%和 13.88%。电子设备制造

业、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生产比较

稳定，分别增长 50.96%、13.88%、12.39%。

（三）亿元企业降幅收窄，新入库企业增长较快。

上半年，169 家亿元以上企业实现产值 414.31 亿元，占

规上工业产值的 82.1%，同比下降 2.53%，降幅低于全区 1.75

个百分点，比一季度收窄 10.03 个百分点。191 家新入库企

业实现产值 32.157 元，同比增长 47.9%，拉动规上工业增长

1.98 个百分点。

三、影响工业运行的不利因素

（一）受疫情影响，多数行业仍未恢复正增长。

上半年，全区规上工业 33 个行业中，11 个行业实现正

增长，22 个行业仍处于下降。其中有 21 个行业降幅大于全

区平均水平（-4.28%）。服装和服饰业、摩托车及零部件制

造业、汽车制造业等三大传统支柱产业降幅仍较大，分别下

降 37.71%、13.77%和 12.36%。

（二）受外围疫情影响，出口企业产值下降幅度较大。

受外围疫情影响，外部需求不足，出口企业产值下降幅

度较大。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出口业务的企业 218家，

完成工业产值合计 185.68 亿元，同比下降 12.86%，增速比

全区水平（-4.28%）低 8.58 个百分点。完成出口交货值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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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占规上工业产值的 10.34%，同比下降 23.82%。有出

口业务的企业中，产值增长 65 家，下降 153 家，下降面

70.18%，下降面比全区平均水平大 5.86 个百分点。

四、全年预测

（一）预测纺织服装和摩托车产业分别同比下降 30%、

15%左右，家具、化工等行业降幅 10%以内。关停、三旧改造、

减产企业影响，预计存量企业全年缺口 100 亿元。

（二）超视堺、华电、新莱福、日立马达、维布洛等 8

个新投扩产项目预计全年可新增产值 31 亿元。加上江铜二

期产能扩充，若江铜生产计划不变预计全区规上工业有望实

现 6%的增长预期。

五、措施建议

（一）稳存量。一是落实暖企二十条政策激励。对符合

条件的规上工业企业给予奖励和贷款贴息。二是销售带动。

加强与阿里巴巴合作，遴选一批产值亿元以上的企业，借力

阿里巴巴线上渠道，助力企业扩大内销市场。

（二）抓增量。加强拟投产项目的服务，做大做强江铜

供应链，拉动江铜二期产能快速释放，争取达到 130 亿元的

增量；加快解决华电三联供项目的输变电塔基建设问题，确

保该项目量产稳产；协助解决超视堺融资问题，推动释放产

能；加快维布络、新莱福等项目建设进度，加速企业达规纳

统，年内实现新增产值贡献。

（三）促新量。加快出台推动产业园区提质增效和高质

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力引进一批“周期短、见效快”的项



—6—

目，争取形成新的产值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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