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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区工业生产持续恢复
--增城区 2020 年 1-5 月规模以上工业运行情况

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困难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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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生产持续稳步回升。

一、工业生产持续恢复

1-5 月，全区 740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396.14 亿元，同比下降 5.3%，比上月回升 2.44 个百分点。

前十大行业合计实现产值 319.53 亿元，同比下降 5.3%，比

上月回升 2.44 个百分点。分镇街看，1-5 月产值增长比上月

回升的镇街有小楼（增长 48.74%回升 10.73 个百分点）、荔

城（增长 10.34%回升 2.53 个百分点）、增城开发区（增长

4.25%回升 2.22 个百分点）、增江（增长 2.34%回升 1.3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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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其它镇街降幅比上月均有不同程度收窄，工业生

产持续恢复。

表 1 2020 年 1-5 月规上工业产值主要情况表

指 标
企业数

（家）

1-5 月产

值（亿元）

同比增长

（%）
比重(%)

增速比 1-4

月回升（百

分点）

拉动规上

（个百分点）

全区合计 740 396.14 -5.3 100.00 2.44 -5.3

#亿元企业 169 321.82 -3.70 81.24 1.17 -2.96

新入库企业 191 59.57 22.68 15.04 -21.16 2.63

前十大行业合计： 536 319.53 -5.3 80.66 2.44 0.04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
6 107.00 15.18 27.01 -3.61 3.37

汽车制造业 51 66.51 -18.73 16.79 4.62 -3.6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8 31.95 0.48 8.07 8.37 0.04

纺织服装、服饰业 250 28.27 -35.36 7.14 0.29 -3.70

铁路、船舶、航空

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

9 21.71 -10.70 5.48 -0.66 -0.62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
34 15.16 15.43 3.83 6.37 0.48

金属制品业 39 13.43 -6.15 3.39 4.65 -0.21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
49 12.21 -10.91 3.08 3.62 -0.36

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7 11.95 37.60 3.02 5.92 0.78

通用设备制造业 33 11.33 7.76 2.86 3.09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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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月，全区规上工业 33 个行业中，增速

比 1-4 月回升的有 23 个行业。其中：增速加快的有 7 个行

业；降幅收窄的有 16 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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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0 年 1-5 月规上工业行业回升情况表

序号 分行业

单

位

数

1-5 月产

值（万元）

1-5 月

同比增

速（%）

增速比 1-4

月回升（百

分点）

合 计 740 3961426 -5.3 2.44

7 个增速加快行业

1 医药制造业 8 50772 104.62 43.93

2 纺织业 17 56115 77.21 0.24

3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7 119515 37.58 5.89

4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4 151594 15.40 6.35

5 通用设备制造业 33 113260 7.74 3.07

6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7 11777 3.81 0.83

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8 319530 0.46 8.35

16 个增速降幅收窄的行业

1 造纸和纸制品业 13 31395 -0.20 6.39

2 食品制造业 8 49601 -0.48 8.94

3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 71956 -5.87 1.42

4 金属制品业 39 134346 -6.17 5.01

5 专用设备制造业 32 89284 -9.45 4.72

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9 122103 -10.93 3.60

7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 2066 -11.63 4.19

8 其他制造业 2 2366 -12.79 15.47

9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6 18761 -14.78 5.74

10 仪器仪表制造业 3 2228 -16.22 2.39

11 家具制造业 16 103720 -16.45 2.95

12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37 86050 -16.57 2.87

13 汽车制造业 51 665137 -18.75 4.61

14 纺织服装、服饰业 250 282739 -35.38 0.27

15 化学纤维制造业 2 4791 -42.55 1.57

16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7 9279 -48.60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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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饮

料制造业等防疫物资、居民生活类行业增长较好，同比分别

增长 1.04 倍、72.21%、16.36%和 10.09%。电子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

造业生产比较稳定，分别增长 37.6%、15.43%、15.18%、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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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亿元企业降幅收窄，新入库企业增长较快。

1-5 月，169 家亿元以上企业实现产值 321.82 亿元，占

规上工业产值的 81.24%，同比下降 3.7%，增速高于全区 1.54

个百分点，比上月收窄 1.77 个百分点。191 家新入库企业实

现产值 59.57 亿元，同比增长 22.68%，拉动规上工业增长

2.63 个百分点。

三、影响工业运行的不利因素

（一）受疫情影响，部分行业仍未恢复正增长。

1-5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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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业、服装和服饰业、

摩托车及零部件制造业等三大传统支柱产业降幅仍较大，分

别下降 18.73%、27.76%和 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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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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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95 亿元，同比下降 13.3%，增速

比全区水平（-5.25%）低 8.05 个百分点。完成出口交货值

43.52 亿元，占规上工业产值的 10.99%，同比下降 21.03%。

有出口业务的企业中，产值增长 64 家，下降 154 家，下降

面 70.64%。

（三）产业上下游生产相互影响。

因武汉零部件供应体系恢复缓慢，广汽本田生产影响较

大，我区广州电装、中新汽车零部件、驭风旭、日立汽车、

立中锦山合金等广汽本田主要配套零部件企业也同时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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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北汽当前新车型导入，产量较少；索菲亚、司米橱柜

等消费型家具产品，生产订单来自门店，产品需要上门安装，

受此影响，生产恢复较慢。

四、二季度预判和建议

（一）全力以赴加快工业生产。

当前，国内疫情趋于稳定，国内市场需求逐步增强，我

区工业基本全面复工复产，从业人员、原材料供应、上下游

产业链等各生产要素有序恢复。但多数中小微企业受疫情影

响比较突出，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和压力还比较大。同时，

欧美等境外疫情还在不断蔓延,外贸市场供需不畅，存在不

确定的不利因素和风险，进出口企业信心有待提升，影响工

业正常生产。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全力以赴，千方百计增强

企业生产信心，努力推动全区工业特别是规上工业加快生

产，预计二季度我区部分行业产能释放会有所加快，力争推

动全区工业生产恢复到上年同期水平。

（二）坚决贯彻落实暖企稳企措施。

各镇街、各有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增城区坚决打赢新冠

肺炎疫情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若干措

施》，充分利用广州市疫情防控指挥平台信息，深入企业调

研，掌握辖区内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实际问题，确实解决企

业生产经营短板和瓶颈，全力推动企业加速恢复生产，从税

费减免、金融支持、财政扶持等方面给中小微企业减负，按

有关规定用好金融、财政扶持政策，积极推行增信贷、减税

费、降成本、稳岗位等政策，全面做好暖企稳企服务，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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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疫后生产走上正轨。

（三）借助广交会不断拓宽供需渠道。

充分利用现有电子商务平台，借助线下线上广交会，尝

试以展销平台为主的外贸发展方式，把参展商、采购商引导

到网上来，不断拓宽市场供需渠道。着眼国内市场需求，鼓

励外贸企业发展内销业务。研究建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积极创新发展“互联网+”外贸模式，努力稳住外贸外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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