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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2 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

求进，为工业稳增长指明了方向。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发挥宏观经济“压舱石”作用，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方面联合出台《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的若干政策》（以下简称《若干政策》），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效

应，切实推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一、稳字当头，出台工业经济平稳增长政策正当其时 

当前全球疫情走势仍存在很大变数，近期国内疫情多地散发，

需求面临诸多约束，原材料价格高企，供给隐忧凸显，市场预期

和企业信心出现一定波动，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紧迫感进一步增

强。面对新形势新问题，《若干政策》提出减税降费和缓税缓费

并举，加强信贷赋能，完善价格政策，保障资源供给，挖掘需求

潜力，畅通工业经济循环，为工业经济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资金不足是工业稳增长最大挑战之一，财税金融政策为

工业顺畅运行提供“及时雨”。资金是企业生存发展的血液，是

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行的关键，但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

下，部分工业企业订单减少、经营状况不佳，面临较大资金周转

压力。对此，《若干政策》聚焦痛点，降低工业企业税费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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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金融政策供给，为工业企业注入资金活水，帮助企业渡过难

关。 

二是需求收缩影响市场信心，投资外贸政策为工业企业发展

注入“强心剂”。当前，需求收缩成为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

主因之一，受疫情等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企业市场萎缩、收入减少，

投资能力和动力减弱。同时，随着各国产能恢复，我国出口产业

链将受到冲击，外贸增长存在隐忧。《若干政策》准确把握国际

国内新形势，以新型基础设施、节能技术改造、新能源、产业基

础再造等项目为牵引，以支持引进外资、海外仓建设和扩大对外

运输能力等为抓手，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夯实稳外贸基础，旨在

培育长期有效需求，为工业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发展动力。 

三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冲击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供稳价政策

为降低“双链”风险提供“稳定器”。疫情、自然灾害等因素使

全球铜矿、铁矿等主要原材料产能受损，部分国家资源民族主义

抬头，阶段性供需错配导致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对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带来较大压力。对此，《若干政策》为大

宗商品价格降“虚火”，助力工业企业更好抵御产业链供应链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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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要素供给受限直接影响重大项目落地，土地、能源和环

境政策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保驾护航。去年下半年能源要素保障

不足，部分地区出现限电限产情况，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一

些地区土地、能耗等要素约束趋紧，部分新增项目审批流程长、

建设成本高，影响重大项目落地见效。对此，《若干政策》从加

快重大项目开工、加强资源要素保障等方面保存量项目稳健发展，

促新增项目早落地、早见效，最大程度释放项目带动作用，保障

工业经济行稳致远。 

二、审时度势，把握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重点方向 

《若干政策》围绕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总体要求，坚持补短

板、锻长板、稳产能、保供给，加强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培育新

增长点，对振作工业经济运行、推动工业经济循环畅通作出系统

部署。 

一是瞄准工业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全面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中小企业对稳定经济增长、带动创业就业、促进技术创新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但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弱，特别是在疫情持续反复、

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冲击下，中小微企业生存压力进一步加大。

《若干政策》聚焦中小企业这一最广大市场主体，围绕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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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难的痛点，提出一系列减税降费实招硬招，同时加大普惠小

微企业的贷款投放，多措并举为中小企业纾困解难。 

二是多管齐下用好保供稳价政策工具，保产能稳增长促发展。

针对前期部分地方执行能耗“双控”政策出现“一刀切”以及部

分银行对高耗能行业盲目抽贷、断贷的现象，《若干政策》提出

进一步优化、细化、差别化能耗双控政策，统筹考核“十四五”

规划期内的能耗强度目标，加大绿色信贷投放，合理保障企业正

常生产用能和资金需求。针对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上涨、企业成

本压力增大的问题，《若干政策》提出强化大宗商品价格监管，

提高国内矿产资源和再生资源保障能力，多措并举保障大宗原材

料和初级产品供给，更好应对和防范价格风险。 

三是围绕打造工业新动能的目标，着重支持新兴产业发展。

我国光伏、风电产业快速发展，5G、北斗等以前沿科技突破为基

础的新兴产业也逐渐孕育成熟，迸发出强劲的创新活力，是提升

工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和做强做优实体经济的关键领域。

《若干政策》围绕新基建、节能降碳技术改造、产业链补链强链、

产业集群培育等，强调支持一系列项目和创新专项等重点工程落

地实施，推进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升级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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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_10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