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茂华：7 月工业企业利润

释放哪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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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茂华 

 

从统计局公布数据看，7 月国内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喜忧参半”。7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6.4%，较上个月回落 3.4 个百分点，

尤其是在去年同期基数回落的情况下，反映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放缓明显，

主要是原材料等商品价格涨价对下游部分行业利润侵蚀有所显现，行业之

间经济效益不平衡问题突出；从工业三大行业利润表现看，采矿业

（222.7%）>制造业（13.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34.8%），

7 月工业企业利润主要受上游采矿业拉动，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供给行业利润下滑幅度连续两个月扩大。 

7 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也不乏亮点。一是工业企业利润维持高增长。7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 16.4%，两年平均增速 18.0%，远高于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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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水平。二是工业企业财务成本稳中有降。7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

营业收入费用同比减少 0.41 元，国内减税降费等支持政策效果显现。三是

企业经营效率稳步改善。7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稳步增长

同时，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56.3%，较前值回落 0.2 个百分点，反映工

业企业经营效率提升。四是制造业盈利状况在改善。7 月制造业经营利润

同比增长 13.1%，保持较快增长，从分项结构看，食品、家具、纺织、饮

料等行业利润同比表现强劲，并继续保持恢复势头，以及企业现金流状况

有所改善等。 

盈利趋势 

从国内外宏观环境发展趋势看，我国工业企业利润仍有望保持增长态

势，但行业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一方面我国工业企业盈利面临一些压力。

海外疫情持续恶化对全球经济复苏有所显现，近期欧美主要经济体公布

PMI、消费者信心等指标均有所回落，尤其服务业扩张步伐放缓明显，反

映德尔塔病毒扩散再度冲击全球复苏；欧美继续实施大规模财政货币政策

及供给瓶颈问题，工业原材料等商品价格仍在高位运行，其对我国部分行

业企业影响已显现；另外，部分工业部件短缺、高昂的运输成本和去年基

数抬升等都将继续影响我国工业企业盈利表现，且上下游工业企业盈利分

化格局短期仍难扭转。 

但国内工业企业盈利前景并不悲观，工业企业利润有望保持增长态势。 

首先，全球经济仍具复苏动能。全球疫苗接种持续推广，欧美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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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支持就业政策，有望继续推动工业品需求，以及经济对疫情产

生一定适应性。近期经济指标显示，三季度全球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不

至于出现“硬着陆”情况。 

其次，工业品涨价因素。受全球流动性泛滥、供给瓶颈等因素影响，

大宗商品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有望在高位运行，上游工业品涨价对工业企

业整体利润提振作用仍将明显。国内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与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同比走势较为一致。 

政策展望 

从工业企业利润数据看，短期重点关注工业企业经营效益不平衡，部

分行业尚未摆脱疫情冲击及国内需求尚未完全恢复的问题，加快推动国内

经济重返平衡、可持续运行轨道。中长期，我国需要高度关注供应链产业

链的稳定、安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让生产与需求端更加匹配，加快构

建以内循环为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同时，货币政策并非万能，需要防

范过度宽松货币环境滋生潜在风险。 

未来政策着力点：一是适度加大补基建短板力度。从上半年公布宏观

数据看，基建投资成为我国内需表现一个拖累项，适度加大基建补短板，

短期有助于稳投资需求、促进就业，并有助于提升中长期潜在竞争力。二

是精准支持经济短板弱项。通过结构性政策工具，精准施策，为部分符合

条件暂时陷入困境企业提供支持，降低企业财务综合成本，同时，引导资

源流向小微企业、制造业重点新兴领域，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稳定就业市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45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