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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运行
开发区改革发展

2018 年第 8 期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自治区经济运行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10 月 26 日

1-9 月，全区工业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有进态势，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较 1-8 月提高 1.2 个百分点。四季度，因国内

外宏观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受市场、资金、大宗工业品价

格波动等多重因素影响，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忧，稳增长压力

将进一步加大。

一、工业生产及地区发展情况

（一）工业生产情况。

1-9 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9%，增速居

全国第15位，西部第7位，西北第3 位。

月报



- 2 -

全国及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表

从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长好于轻工业，轻工业增加值增

速继续大幅滑落。1-9 月，重工业同比增长 9.4%，增幅较上月

加快 1.6 个百分点，高于全区平均增速 2.5 个百分点，成为拉

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轻工业同比下降 9.5%，降幅较上月扩

大 1.8 个百分点，今年已连续 8 个月负增长。轻工业所含的农

副食品加工、烟草制品、纺织、服装、医药制药等 10 个子行业

同比继续下降。

从产业类型看，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低于采矿业（增长 13%）

及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0.9%），同比仅增长

3.8%，较 1-8 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低于全区平均增速 3.1 个

百分点。

全区规上轻重工业增长趋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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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性质看，国有控股企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拉动增

长的主力。1-9 月全区规模以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8%，较上月加快 2.2 个百分点，比全区平均增速高 2.9 个百分

点；非公有制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8%，较上月加快 0.2 个百

分点，比全区平均增速低 3.1 个百分点。

从 60 户龙头企业看，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 64.5%的 60 户

工业龙头企业，1-9 月总产值同比增长 19.6%，增速较 1-8 月

加快 0.8 个百分点。其中 40 户企业保持增长势头，总产值增速

超过 20%的企业有 20 户，增速达到 50%以上的企业有 4 户。神

华宁煤、宝丰能源、青铜峡能源铝业、银川隆基硅等大型企业

同比分别增长 39.3%、25.8%、15.3%、28.6%。总产值降幅在 30%

以上的企业 10 户，减少总产值 44.3 亿元。

（二）地区发展情况。

9 月份全区共有规上企业 1232 户，六个地区中，石嘴山市、

固原市和宁东地区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银川市（不含宁东）、

吴忠市、中卫市增速低于全区平均增速。各县区中，增速排在

前三位的为原州区、西夏区和同心县，同比分别增长 60.4%、

26.2%和 20.2%；排在后三位的为泾源县、永宁县和贺兰县，同

比分别下降 75.1%、40.7%和 17.3%。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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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不含宁东）：1-9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7%，低

于全区平均增速 4.2 个百分点，较上月回落 0.9 个百分点。所属

“三区两县一市”中金凤区和西夏区增速回落，其他地区增速均

较上月有所加快。其中永宁县、贺兰县负增长。永宁县因伊品生

物、泰瑞制药等重点企业减停产影响，增加值同比下降 40.7%；

贺兰县因重点企业泰益欣、大地药业停减产，洁美塑业等部分建

材企业关闭停产影响，增加值同比下降17.3%。

宁东(灵武地区)：1-9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1%，较上月

回落1.9 个百分点，高于全区平均增速5.2 个百分点。主要因宝丰、

中石化长城能化、广银铝业等大型企业生产稳定，无检修和停机

情况，加上9 月中旬宁煤煤制油复产拉动。

石嘴山市：1-9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高于全区平

均增速 2.4 个百分点，较上月加快 3.2 个百分点。所属“两区

一县”增速均有所加快。大武口区、平罗县实现两位数增长，

分别同比增长 18.1%和 13.6%。

吴忠市：1-9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低于全区平均

增速 1.1 个百分点，较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其所属的“两

区两县一市”中除青铜峡市降幅收窄外，其他地区增幅较上月

均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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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1-9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8%，高于全区平均

增速 16.9 个百分点，增速较上月加快 1.9 个百分点。所属的“一

区四县”中，原州区、彭阳县增速加快，其他县区增速回落。

其中泾源县负增长，较上月降幅扩大 1.8 个百分点，主要受六

盘山水泥厂关停影响，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75.1%。

中卫市：1-9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2%，较上月加快 1.9

个百分点，低于全区平均增速 2.7 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下降

4.8 个百分点。其所属的“一区两县”中，沙坡头区、中宁县

增速较上月分别加快 0.2 和 3.3 个百分点，分别同比增长 3.3

和 6.3 个百分点；海原县降幅较上月回落 10.5 个百分点，同比

下降 10.9%。

全区各市规上工业增长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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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区开发区整合优化和改革创新推进情况

9 月 30 日，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印发《开发区

整合优化和改革创新实施方案》后，各市在开发区整合优化的

基础上，继续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招商引资、绿色园区等

方面的工作，各厅局同时出台配套措施，统筹推进开发区整合

优化和改革相关工作。

1.深入推进开发区整合优化情况。自治区工信厅制定了《开

发区整合优化和改革创新实施方案主要任务分工台账》，对开发

区整合优化和改革创新工作主要任务、完成时限进行了明确。

吴忠市开展整合园区清产核资、资产移交工作，原利通区毛纺

织产业园、青铜峡嘉宝轻纺工业园资产已全部移交；原弘德慈

善产业园固定资产已盘点，待审计报告出台后再进行移交。银

川市原金凤工业集中区作为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区块，已引进宁夏中轴智能科技公司轴承智造小镇项目入

驻。固原市已撤销原州区清水河工业园区，机构、人员、资产

等整体并入了固原经济开发区。

2.提高开发区行政服务效能情况。银川市已明确银川经开

区、高新区承接赋权指导目录全部权限，银川综保区承接 4 项

权限。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了“首席服务官”制度，对辖

区企业划片，并从管委会选派 13 名工作人员作为首席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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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服务企业，助推企业提质增效。中卫市组建了中卫工业园

区经济技术投资公司，承担园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公共服

务项目运营等职责。

3.推进“区域评”改革情况。自治区发改委确定了宁东基

地等 4 家试点单位，试点推进环境影响评价、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水土保持方案审查等具有区域共性特

点的评估评审事项，形成整体性、区域化评估评审结果，提供

给入园企业共用。目前，试点单位园区已基本完成各区域评事

项的评审文本编制。

4.理顺开发区财政管理体制情况。自治区财政厅制定了《关

于支持开发区整合优化和创新发展的财政政策（征求意见稿）》，

支持开发区设立财政管理部门，建立开发区和地方政府合理的

投入和收益分配制度，推进开发区税收增量奖补，鼓励建立市

级开发区土地出让倾斜机制。

5.推进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情况。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组织

开展了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经核实，全区 22 个开发

区内有闲置土地 192 宗，面积为 2178.5176 公顷。目前，各市

正在按照确定的开发区范围进行实地调查和评价工作。固原市

开展了改革工业用地供应方式试点工作，采取弹性年期出让、

先租后让、租让结合方式供应工业用地。固原市已按 20-40 年

期挂牌出让工业用地 30 宗，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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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强化开发区招商引资主体作用情况。自治区财政厅探索

实施开发区绩效奖补，支持开发区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吴忠市

与深圳中商智库、北京光合新兴产业集团达成委托专业化招商

合作意向；吴忠金积工业园区、太阳山开发区、同心工业园区

成立了招商部，开展专业化的招商引资。银川市建立市、县（市）

区、园区整体联动招商机制和重大项目台账制度，加强项目流

程控制，杜绝恶性竞争。

7.推进绿色园区建设情况。自治区发改委组织石嘴山经济

技术开发区、中宁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通过了国家循环经济示

范试点终期验收，平罗工业园区通过了园区循环化改造中期评

估，共计下达补助资金 11584 万元。自治区工信厅配合自治区

发改委对全区小火电机组开展进一步排查，完善台账制度，推

动建立小火电自备机组运行监管长效机制。

8.强化开发区考核工作情况。自治区工信厅会同科技厅、

商务厅按照功能定位分类考核原则，结合 4 家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不同特点，分别增加了 7 项外向型

和科技创新考核指标，修改完善了《开发区综合考核评价办法》，

并上报自治区考核办审核印发。

三、投资及项目建设情况

1-9 月，全区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5.3%，降幅较 1-8

月收窄 0.9 个百分点，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 11.8%，较



- 9 -

1-8 月加快 1.3 个百分点。

自治区“三个 100”重点工业项目呈现建设进度加快态势，

截至 9 月底，开工率已达 95%，累计完成投资 330 亿元。其中，

100 个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45.6 亿元，较 1-8 月

份增加 15.8 亿元；100 个重点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 103.3 亿元，

较 1-8 月份增加 17.3 亿元；100 个重点拟投产项目完成投资

111.6 亿元，较 1-8 月份增加 10.5 亿元。宁夏天地奔牛数字化

柔性制造车间、宁夏浙商服装有限公司 3.5 万锭涤纶缝纫线、

宁夏越华新材料公司环保型差别化氨纶（一期）、宁夏日盛高

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循环化产业链等 90 个项目建成投产或进

行试生产。

全区工业增加值增速与工业投资增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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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综述

冶金、化工、电力、煤炭、机械五大行业增势较好，工业

增加值分别增长 18%、9.4%、12.1%、7.8%和 11.6%。其中化工、

电力、煤炭和冶金四大行业占比较高，对全区增速拉动作用明

显。轻纺、建材、医药 3 个行业呈负增长态势，同比分别下降

5.6%、12.4%和 32.1%。

煤炭行业：1-9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8%，主要是神华

宁煤、王洼煤业等重点煤炭企业产量增长，煤价较上年同期上

涨 11.5%。全区累计生产原煤 5520.4 万吨，同比增长 0.1%；累

计销售原煤 4987.5 万吨，同比下降 8.9%。

电力行业：1-9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1%，主要是发电

量、工业用电量、外送电量稳定增长拉动。全网累计发电量

1059.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7%，工业用电量 708.9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9.3%；外送电量 375.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9.7%。1-8

月，全区电力企业利润 32.8 亿元，同比增长 1.05 倍。

化工行业：1-9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4%，较 1-8 月份

加快 0.9 个百分点。主要因中石油宁夏石化等重点企业持续发

挥产能，汽柴油、轮胎、PVC 等 20 种重点化工产品价格同比大

幅上涨，金昱元固原盐化工等项目产能释放拉动。主要产品产

量：橡胶轮胎外胎累计生产 273.3 万条，同比增长 19.2%；初级

形态塑料累计生产 193.6 万吨，同比增长 14.4%；精甲醇累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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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467.4 万吨，同比下降 3.4%；合成氨累计生产 32.5 万吨，同

比下降 22.6%；农用化肥累计生产 30.8 万吨，同比下降 2.8%。

冶金行业：1-9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主要因钢

材、铁合金等大宗工业品价格同比上涨，铁合金企业普遍扩

大生产，申银特钢、中能钢铁全面复产，宁钢集团 60 万吨高

速线材项目达产达效等因素拉动。主要产品产量：钢材累计

生产 194.6 万吨，同比增长 19.2%；铁合金累计生产 255.4 万

吨，同比增长 4.6%。

有色行业：1-9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较上月持

平。主要由于锦宁巨科、中色东方、广银铝业等重点企业下

游市场需求不足，氧化铝、石油焦等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

青铜峡铝业、锦宁铝镁等电解铝生产企业成本大幅增加影响。

太阳镁业金属镁产量同比下降 50.8%，惠冶镁业因经营问题

停产，影响总产值 6.7 亿元，导致行业整体增速较低。主要

产品产量：铝材累计生产 36 万吨，同比增长 13.6%；十种有

色金属累计生产 100.5 万吨，同比增长 2.7%。

轻纺行业：1-9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5.6%，降幅较上

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主要是烟草行业一季度生产缩减，受

此影响吴忠卷烟厂卷烟产量同比下降 2.4%；大型羊绒企业中

银、荣昌、嘉源绒业处于半停产、停产状态；食品龙头企业

伊品生物限产 50%，总产值同比下降 26.8%。主要产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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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累计生产 189.7 万件，同比下降 67.5%;味精（谷氨酸钠）

累计生产 14.3 万吨，同比下降 36.2%。

机械行业：1-9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6%。煤矿机械、

仪表仪器、机床及电工电气等子行业拉动作用明显。主要是

天地奔牛、西北煤机等企业订单充足。吴忠仪表、隆基宁光

实现两位数增长，宝胜电缆等项目达产达效拉动，行业整体

生产扩大，总产值同比大幅增长。主要产品产量：金属切削

机床累计生产 1910 台，同比增长 21%；滚动轴承累计生产

2239.8 万套，同比持平。

建材行业：1-9 月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比下降 12.4%，降幅

较上月扩大 0.6 个百分点。主要是水泥、玻璃、陶瓷、石膏

等建材企业停减产；银西高铁、京藏高速扩建工程的桥梁、

涵洞等工程基本完工，加上房地产业持续低迷，水泥市场需

求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龙头企业宁夏建材总产值同比下降

22.3%，影响总产值 5 亿元。主要产品产量：水泥累计生产

1337 万吨，同比下降 21.2%。

医药行业：1-9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32.1%，降幅较上

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因泰瑞制药、启元药业、泰益欣等重

点企业停减产，累计减少总产值 30 亿元，泰益欣 3000 吨/

年泰乐菌素转化项目、德希恩生产车间建设等重点项目暂缓

推进。主要产品产量：化学农药原药累计生产 1.5 万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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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下降 25%；化学药品原药累计生产 3.2 万吨，同比下降 22%。

电子信息制造业：1-9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增速

较上月回落 1.1 个百分点，主要因光伏市场萎缩，产品价格

断崖式下降，大部分光伏制造企业存在不同程度减产。其中

银阳、协佳等企业停产，协鑫、隆基硅等企业减产幅度较大

影响。主要产品产量：单晶硅 3460.4 万千克，同比增长 27.8%；

多晶硅 289.3 万千克，同比下降 60.5%。

全区重点行业增速表

工业增

加值增

速(%)

1-9 月 1-10月1-11月
1-12

月

2018 年

1-2 月
1-3 月 1-4 月 1-5 月 1-6 月 1-7 月 1-8 月 1-9 月

煤 炭 4.8 3.4 3.1 2.8 20.9 15.4 14.2 11.7 8.4 6.9 7.1 7.8

电 力 23.2 22.1 16.4 12.2 18.2 19.4 21.3 18.1 8.3 7.7 6.9 12.1

化 工 6.3 9.3 11.4 13.6 3.5 4.6 1.2 -0.7 2.2 4.1 8.5 9.4

冶 金 7.8 7.7 10.4 9.7 14.2 21.7 19.8 18.7 20.1 23.4 17.7 18.0

有 色 8.1 6.3 4.1 6.7 0.2 -0.7 -0.4 1.3 2.2 2.4 1.9 1.9

轻 纺 -0.2 -1.1 0.6 0.4 -2.1 -7.4 -13.9 -11.9 -4.6 -3.1 -4.4 -5.6

机 械 15.4 17 7.3 7.3 41.4 22.4 21.1 9.4 14.6 13.6 11 11.6

建 材 -1.1 -0.5 0.9 -0.1 -10.7 -13.5 -15.3 -12.7 -10.8 -11 -11.8 -12.4

医 药 25.8 18.9 17.4 9 -45.2 -45.2 -45.8 -47.2 -30.1 -31.2 -31.8 -32.1

五、工业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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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贷款。

1-9 月工业贷款余额 2133.1 亿元，同比增长 5.1%，增速

比去年同期下降 2.3 个百分点，低于全区人民币贷款余额增

速 2.3 个百分点。其中，大型工业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4%，远高于中型工业企业（2.6%）和小微型工业企业（0.14%）

贷款余额增速。从投向结构和规模看，主要集中在大企业、

大项目，多数中小企业得不到有效信贷支持。截至 9 月末，

全区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达到 6769.8 亿元，同比增长 7.4%。

全区工业增加值增速与工业贷款余额增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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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品价格及企业效益。

1-9 月，全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 8.3%，

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7.0%，出厂价格比购进价格涨幅高 1.3 个

百分点，工业品价格连续 8 个月保持“低进高出”状态，但

9 月份，全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6.4%，低于工业

生产者购进价格 0.7 个百分点，已连续 3 个月出现当月工业

购进价格指数增速高于出厂价格指数增速，反映出企业生产

经营压力逐渐加大，利润空间紧缩。1-8 月份，全区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111.8 亿元，同比增长 10.6%，较 1-7

月回升 7.8 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5.6 个百分点。

重点工业产品价格变化表

产品名称
本年年初

（元/吨）

9 月末

（元/吨）

上年同期

（元/吨）

环比

涨跌%

同比

涨跌%

商品煤 380 380 380 0 0

动力煤（电煤） 340 340 305 0 11.5

聚氯乙烯（PVC) 6050 6800 7200 -3.5 -5.6

电石 2850 3200 2700 8.5 18.5

聚丙烯 9202 9942 8311 0 19.6

焦炭 1420 1440 1400 2.1 2.9

硅铁 8000 6500 6200 2.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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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 3700 4150 3900 0 6.4

金属锰 12550 19550 12350 6.5 58.3

铝锭 14730 14560 16610 -1.5 -12.3

（三）铁路货运量。

1-9 月完成铁路货物发送量 5213.9 万吨，同比增长 9.6%，

较 1-8 月下降 1.2 个百分点。其中地铁完成 3331.9 万吨，同比

增长 21.1%，主要受外购煤炭快速增长等因素拉动。

分送：国家发改委运行局、工信部运行局，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

政协办公厅。自治区经济运行协调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全区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全区经信系统。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2018 年 10 月 26 日印发

共印 5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