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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 壮

国家统计局近日出台的一季度经

济数据，用四个“快速增长”诠释了高

技术产业的稳步增长。

一是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快速增长。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

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快7.7个百分点，

对于稳定工业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10.8%，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同比增长8.8%，增速分别比服务业增长

快6.8个百分点和4.8个百分点，成为服

务业发展的亮点。

二是高技术产品产量快速增长。

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工业机器人

产量分别增长140.8%、24.3%、10.2%。

三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7.0%，增速比全

部投资高17.7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

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32.7%、14.5%。

四是利用外资快速增长。高技术

产业引进外资同比增长 50%以上，其

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达到57.8%。

这些变化显示出我国经济结构持

续优化，新动能增长引擎作用继续显

现，高质量发展的步伐依然稳健。

实际上，高技术产业规模体量不

大，地位却很“关键”。作为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稳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的关键领域，高技术产业的强劲增长非

一日之功。一方面，国家及时出台的减

税降费、加大对创新的支持力度等一系

列政策，不断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

创新体系，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另一方

面，我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加速了人工

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市场应用，催化

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不过，对于一些新兴产业在内的高

技术企业来说，挑战依然存在。在一系

列稳增长的政策推动下，我国经济出现

好于预期的恢复。但今年3月以来，各地

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来自内外环境、技

术、市场等不确定因素正在持续增加，外

部风险日益复杂。对于高技术产业来说，

受到原材料价格高涨、技术壁垒高筑和

供应链遭遇阻滞等因素的叠加，导致生

产经营成本节节攀升、利润持续下滑，

威胁到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亟须加

大保供稳价和帮扶力度，帮助企业降本

增效。

内外挑战之下，中国经济所面对

的不仅仅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

转弱的“三重压力”，而是超出此前预

期的更大挑战和更严峻的形势。因此

必须要坚定信心，夯实“稳”的基础，积

蓄“进”的力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帮

助企业渡过难关的同时，抓住建设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改革契机，优化创新

空间布局，加快推动从产业分工转向

深度融合，更好地发挥区域联动作用

和产业协同效能。

表现亮眼 高技术产业延续良好发展势头

本报讯 记者成静报道 近日，

来自河北省沧州市统计局的消息

称，一季度，沧州市规模以上高新技

术产业实现增加值增速和占工业

比重双增长。

单位数量大幅增加、占工业比

重连续两年提高。一季度，沧州市规

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企业737家，

比上年同期净增154家，比2020年

同期净增248家，单位数量大幅增

加，单位数量占河北省比重由上年

同期的15.4%提高至16.9%。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同期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的比重17.1%，比上年同

期提高1.1个百分点，比2020年同

期提高6.4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不断

升级。

增加值稳中有进，中高端制造

业发展较好。一季度，沧州市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3%，

排名居河北省第五位；增速高于同

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3个

百分点，发展新动能增势较好。沧

州市高技术制造业实现增加值同比

增长17.7%，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

业、高新技术产业快14.7、13.4个百

分点，比全国、河北省平均分别快

3.5个、2个百分点，中高端制造业发

展较好。

一季度，高端技术装备制造领

域增加值占沧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的比重47.8%，拉动全市高新

技术产业增长3.9个百分点，对全市

增长的贡献率89.3%，是拉动全市

高新技术产业增长的主力军；生物

领域增加值占比6.8%，拉动全市增

长 1.4 个百分点，对全市贡献率

32.4%，是今年以来全市增长的新生

力量。

一季度，193个高新技术产业行

业中沧州市共涉及97个，较去年同

期净增6个行业。

四川一季度规上高技术产业同比增长17.5%
本报讯 记者李平贵报道 记者

近日从2022年一季度四川省经济

形势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四川省工

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数据显示，

一季度，四川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8.1%。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产品销售率为96.6%。

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18.9%，集体企业下降

22.5%，股份制企业增长7.9%,外商

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10.3%。

分行业看，41个大类行业中有

30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增长，其中，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同比增长

39.3%，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

长19.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增长17.8%，汽车制造

业增长14.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增长12.8%，酒、饮料和精制茶制

造业增长8.8%。

值得关注的是，四川省高技术

产业保持较快增长。规模以上高

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5%，

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高

9.4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及通信设

备制造业增长24.5%，航空航天器

及设备制造业增长23.6%，计算机

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长22.1%。

浙江一季度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7.7%
本报讯 记者孙弋弋报道 记者

近日从浙江省统计局获悉，一季度，

浙江省经济运行实现了“开门稳”

“开门好”。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结果，一季度，浙江省生产总值

17,88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

比增长5.1%，第一产业增加值336亿

元，同比增长2.4%；第二产业增加

值7408亿元，同比增长7.6%；第三

产业增加值 10,142 亿元，同比增

长3.5%。

其中，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数

字经济优势明显。一季度，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9%，其

中，3月同比增长8.5%。规模以上

工业中，民营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0%，增加值占比69.2%。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高技术、战略性新兴、

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分别增长 17.8%、22.7%、

16.3%、11.7%和 11.2%，增速均高

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规模以上

工业利润总额 1312 亿元，同比下

降7.3%。

值得一提的是，投资总体稳

定，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

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4.4%。其中，制造业、基础设施、

房地产投资分别增长20.5%、15.7%

和8.6%。民间投资增长9.2%。项

目投资、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分别

增长 19.1%和 16.3%。高新技术

产业投资增长17.7%，交通投资增

长8.4%，生态环保、城市更新和水

利设施投资增长 35.4%。商品房

销售面积、销售额分别下降37.4%

和39.5%。

广东一季度战略性产业集群同比增长5.9%
本报讯 记者皮泽红报道 记者

近日从广东省工信厅召开的2022年

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一季度，

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5.8%，其中3月份增长6.2%。

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比 GDP 增速高 2.5 个百分点，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3.7%，比去

年同期贡献率（41.5%）提高12.2个

百分点。

先进制造业发挥支撑作用。一

季度，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5.9%，绝对值占广东省规模以上

工业比重达54.3%。其中，汽车、石

化、医药、电气机械等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分别增长 24.2%、6.1%、

16.4%、4.6%。具有较高技术含量

和较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产量保持

快速增长，一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量

同比增长189.6%，产量占全国比重

16.2%；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4.1%，产量占全国比重32.5%。

战略性产业集群加快发展。

据介绍，一季度，广东省二十大战

略性产业集群完成增加值同比增

长 5.9%，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38.1%。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

同比增长5.2%，其中，智能家电产

业 集群（5.9%）、汽车产业集群

（24.2%）、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集群

（15.2%）等增长较快；十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同比增长12.6%。其中，

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集群（26.6%）、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10.5%）、前

沿新材料产业集群（35.2%）等增长

较快。

工业投资高增长强后劲。一季

度，广东省工业投资增长34.8%，比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6.2%）高28.6个

百分点；工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

比重26%，比2021年同期高5.6个

百分点。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增

长 54.1%，先进制造业投资增长

43.1%。与全国相较，广东省工业投

资增速比全国（16.3%）高出18.5个

百分点。

数字化赋能助推新经济快速发

展。一季度，广东省实现软件业务

收入同比增长6.1%，其中，信息技术

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0.2%。截至3月

底，广东省累计建成5G基站17.45

万座，居全国第一。制造业企业数

字化转型加快，截至3月底，累计推

动超2.1万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

转型，带动62.5万家中小企业“上线

用云”。

河北沧州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7.7%

□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杂志记者 杜 壮

4月18日，2022年一季度中国经

济数据公布，代表科技创新的高技术产

业增长较为突出，并成为疫情暴发以来

经济发展持续性的亮点所在。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4.2%、

8.1%，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7.7

和1.6个百分点。同时，高技术产业投

资较快增长，一季度高技术产业投资增

长27.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

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32.7%、14.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成本调查中

心主任黄汉权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季度，面对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

和国内疫情频发带来的多重考验，我国

高技术产业延续近年来的良好发展势

头，主要经济指标表现亮眼。”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一马当先

一季度，新兴产业不断成长，新模

式新业态持续壮大。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一季度，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

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40.8%、

24.3%、10.2%，智能消费设备制造业同

比增长超过10%。5G网络、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催生新的产业

增长点。

“一季度的数据对于全年经济稳增

长和促发展而言，奠定了良好的开局基

础、积累了较强的阶段势能。”国研新经

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首席研

究员朱克力对记者表示，从一季度数据

管中窥豹，高技术产业快速增长是近年

来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呈现

新增长点涌现、创新能级跃升、重点领

域发展壮大、竞争实力增强等诸多特

点，表明我国经济结构及产业格局在进

一步优化和重构。从整体上看，当前产

业结构日益呈现良好态势，尤其是一些

“卡脖子”的高技术产业保持较高增长，

正在不断补齐短板强化弱项。

“我国创新驱动战略成效显著，产

业向中高端升级步伐加快，对一季度经

济平稳开局作出了积极贡献。”黄汉权

对记者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一季度数据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引领

作用日趋明显。一季度，在高技术制造

业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疗仪

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分别增

长37.5%、35.4%；在高技术服务业中，

信息服务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投资

分别增长21.3%、19%。

在稳增长的政策中，投资是最重要

的措施之一，尤其是基建投资。在业界

看来，今年仍需基建发力。据统计，目前

多地发布的2022年重大项目投资清单，

总投资额合计超过25万亿元。在开工

的重大项目中，新基建项目成为重点。

近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专

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

术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伟表示，新

型基础设施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

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谈到

备受各界关注的“东数西算”工程时，

孙伟表示，今年以来，全国10个国家数

据中心集群中，新开工项目25个，数据

中心规模达54万标准机架，算力超过

每秒1350亿亿次浮点运算，约为2700万

台个人计算机的算力，带动各方面投资

超过1900亿元。预计“十四五”期间，

大数据中心投资还将以每年超过20%

的速度增长，累计带动各方面投资将超

过3万亿元。

“从投资来看，高技术制造业和高

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迅猛，其中高技术

制造业更是一马当先。”朱克力告诉记

者，伴随产业转型正经历高端化、数字

化、绿色化的新跃迁，各地持续加大投

资促进力度，不断提升引资质量与水

平。通过进一步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政

策，引导市场在推动产业转型与消费升

级等相关高新技术领域加大布局，更好

地为促进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畅通经济

大循环激发更大势能。

科创引领、数智赋能成为抓手

今年以来，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各

地新兴产业布局和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

性，外部风险日益复杂。在此背景下，大

量企业已将数字化转型视为重塑竞争力

的抓手。以伊利的“数字牛奶”为例，一

头生活在智慧牧场的奶牛，自出生起就

戴上“电子耳标”，包括呼吸频率在内的

所有指标都被实时记录；奶牛产出的原

奶运到智能工厂，在自动化生产线上，由

智能化装箱机器人、码垛机器人、缠绕机

器人无缝配合，完成生产、抽检、灌装、装

箱、码垛，将牛奶运输到消费者手中。此

外，大数据智能洞察平台还会将消费者

的需求反馈给研发端……串起这条牛奶

产业链的是一个个信息化数据。

“一杯‘数字牛奶’的故事还将有更多

的可能。”伊利集团副总裁赵昕告诉记者，

如今乳业已经告别了销量带动企业规模

增长的时代，产品多元化与个性化趋势

明显。目前，伊利正在有计划、有步骤

地推进数实融合的能力建设，运用数字

化手段来提升运营效率。

“新兴产业以其特有的韧性、抗挫

能力及发展潜力，助推经济稳增长。”

朱克力告诉记者，在面临疫情等诸多不

确定因素的当下，新兴产业应以科创引

领、数智赋能为抓手，一方面，应稳住制

造业大盘，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新技术新业态赋能，协同推进集群化

建设、平台化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在此

过程中，互联网促进产业创新效率提

升、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成为数字

时代诸多新兴产业的“战略母产业”。

另一方面，朱克力认为，应推进产

业补链强链，促进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

深度融合，积极培育绿色数字产业新生

态，以改革和创新驱动产业链、供应链、

价值链齐稳齐升。从而充分发挥新兴

产业特有的韧性、抗挫能力及发展潜

力，积极助推经济稳增长。

朱克力表示，高技术企业应培育打

造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浪潮的“有数企

业”，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

好结合，促进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

企业融通创新。与此同时，应发挥产业

互联网平台优势和科技龙头“数字连接

器”作用，引导数字技术向制造业加速

渗透融入，推动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发展，以科技向善理念引领共享创

新，促进“先强带后强”。

新兴产业面临成长烦恼

谈到一季度企业的发展，对于打造

国内完整AR+AI平台的亮亮视野来说

有喜有忧。在刚结束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UNESCO）2022年NETEXPLO创

新论坛上，亮亮视野凭借智能AR字幕

眼镜技术，荣获“全球十大科技创新奖”，

并在全球观众票选环节获得最受欢迎

和期待的产品第二名。据介绍，该产品

利用数字技术可以解决听力受损人群

的即时沟通问题。

“一季度的订单比去年同期涨了2~

3倍，目前一直处于人员短缺的状态，很

多项目都接不过来。”究其原因，亮亮视

野创始人兼CEO吴斐告诉记者，由于核

心技术的突破带来了产品的变化，产品

多样化可以服务更多的场景，场景又对

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形成了一

个正向循环，促进了企业健康发展，也因

此获得了更多的市场关注。”

不过，在产品获得市场青睐的同

时，吴斐也有了新的烦恼，即“供应链”

的问题。吴斐坦言：“新一代智能AR

字幕眼镜中使用的部分光学器件在长

三角地区生产，由于受到疫情等方面的

影响，目前拿不到这些器件。因此，产

品快速量产面临着一定的压力。”

“从国内来看，今年以来多地多点

疫情散发，一些城市和地区生产生活按

下‘慢行键’，部分行业停工停产，物流

运输堵塞，原料运不进、产品出不去，原

材料价格高位攀升，产业链供应链遭遇

堵点，新兴行业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科技

企业困难加大。”黄汉权对记者说。

在朱克力看来，“十四五”时期正值

我国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的关键时期，

承压前行的新兴产业有着一系列成长的

烦恼，包括产业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和国

际化发展能力亟须提升，产业集群式发

展基础相对薄弱，高端人才面临结构性

短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障有待破解。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对高

技术企业来说，目前是危与机并存，危

中有机。黄汉权认为，正因为这些不确

定性，倒逼企业加快采用新技术应对原

材料成本上涨、提高国内采购比例应对

国际供应链受阻，同时消费者也更加容

易接受和购买高技术产品和服务，从而

给高技术产业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市场

应用场景。

对此，朱克力表示，这样的经济形

势，也是高技术企业立足长远修炼内

功的好时机。比如，高技术产业的相

关企业以此为机遇，可在突破“卡脖

子”技术瓶颈、培育发展“专精特新”以

及加快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厉兵秣马，

通过补链强链，为下一步打好产业基

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不

断蓄势发力。

在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的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车间内，工作人员组装新能源环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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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建统一大市场契机“稳”基础“进”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