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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周重要宏观数据 

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和主营收入 

1) 2011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5454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5.4%。12 月当月

实现利润 7907 亿元，同比增长 31.5%，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当月实现利润 1446

亿元，同比增长 31.4%。 

2) 2011 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 14989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5%；集体企业实现利润 88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4%；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 31651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 140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私营企业实现利润 16620 亿元，比上年增长 46%。 

3) 在 39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7 个行业利润比上年增长，2 个行业比上年下降。主要行业利

润增长情况：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利润比上年增长 44.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 53%，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32.1%，化学纤维制造业增长 1.5%，黑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增长 15.4%，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 51.3%，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

长 17.3%，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8.7%，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

料加工业下降 92.8%，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11%。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4331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2%。每百元主营业

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4.71 元，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6.47%。 

5) 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28310 亿元，比上年增

长 20.4%，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2.67 元，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6.57%；

集体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65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5.7%，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

成本为 85.06 元，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6.97%；股份制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7889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8%，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4.4 元，主营业务收入利润

率为 6.6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1860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4%，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5.55 元，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6.42%；私

营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583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37%，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

本为 85.58 元，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6.43%。 

2. 2011 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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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截至 2011年 12月末，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54.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8%，

全年累计增加 7.47 万亿元 

2) 企业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多增，中长期贷款少增；中小企业贷款稳步增长。12 月末，全

部金融机构本外币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余额 43.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0%，比上年末

高 0.9 个百分点；全年累计增加 5.44 万亿元，同比多增 2125 亿元。全年全部金融机构

本外币企业及其他部门中长期贷款增加 2.19 万亿元，同比少增 2.1 万亿元；短期贷款及

票据融资增加 3.11 万亿元，同比多增 2.30 万亿元。12 月末，主要金融机构①及农村合

作金融机构②、城市信用社和外资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含票据贴现）余额 21.77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8.6%，比上年末下降 3.9 个百分点；全年增加 3.27 万亿元，占全部企业新增

贷款的 68.0%，比上年末提高 0.1 个百分点。年末小企业贷款（含票据贴现）余额 10.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8%，比上年末下降 3.9 个百分点。 

3) 工业和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放缓。12 月末，主要金融机构本外币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6.09 万亿元，同比增长 9.3%，比上年末回落 7.1 个百分点；全年累计增加 5171 亿元，

同比少增 2819 亿元。其中，轻工业中长期贷款累计增加 147 亿元，同比少增 1939 亿元，

月末余额同比增长 1.7%，比上年末回落 25.8 个百分点；重工业中长期贷款累计增加 5024

亿元，月末余额同比增长 10.7%，比上年末回落 3.8 个百分点。12 月末，服务业中长期

贷款余额 14.92 万亿元，同比增长 9.0%，比上年末回落 16.8 个百分点；其中，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速分别为 2.7%和 18.3%，比上

年末分别回落 15.9 个和 11.1 个百分点。 

4) “三农”贷款随各项贷款增速回落而有所减缓，其中农村贷款和农户贷款增速仍高于同

期各项贷款。12 月末，主要金融机构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城市信用社、村镇银行、财

务公司本外币农村贷款余额 12.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7%，比上年末下降 4.3 个百分

点；全年累计增加 2.24 万亿元，同比多增 790 亿元。农户贷款余额 3.10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9.1%，比上年末下降 10.1 个百分点；全年累计增加 5017 亿元，同比少增 867 亿

元。农业贷款余额 2.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2%，比上年末低 9.8 个百分点；全年累计

增加 2452 亿元，同比少增 1640 亿元。 

5) 房地产贷款增速总体回落，其中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增量占比提高。12 月末，主要金融

机构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城市信用社、外 2 资银行③人民币房地产贷款④余额 10.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9%，比上年末回落 13.5 个百分点；全年累计增加 1.26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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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少增 7704 亿元，全年增量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的 17.5%，比上年水平低 9.4 个百分

点。12 月末，地产开发贷款余额 7680 亿元，同比下降 7.9%。房产开发贷款余额 2.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1%，比上年末低 5.9 个百分点。12 月末，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⑤

余额 3499 亿元，全年累计增加 1751 亿元，占同期房产开发贷款增量的 50.1%，比年初

水平提高 31.7 个百分点。 

6) 住户贷款增长较快。12 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住户贷款余额 13.61 万亿元，同比增

长 20.9%，比上年末下降 16.7 个百分点；全年累计增加 2.42 万亿元，同比少增 4539 亿

元。全年住户消费性贷款增加 1.48 万亿元，同比少增 4053 亿元，月末余额同比增长

18.2%，比上年末低 17.5 个百分点；住户经营性贷款增加 9359 亿元，同比少增 486 亿

元，月末余额同比增长 26.2%，比上年末低 15.5 个百分点。 

3. PMI：2012 年 1 月份，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0.5%，比上月回升 0.2 个百分点。从 11 个分项指数来

看，同上月相比，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购进价格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上升，其余各

指数下降。其中，购进价格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上升幅度较大，超过 1 个百分点；积压

订单指数、产成品库存指数、进口指数下降明显，降幅超过 2 个百分点。 

http://gov.hexun.com/stat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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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周重要资讯 

1.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六次全体会议, 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 

温家宝对当前重点工作作了部署。（一）继续搞好宏观调控。要敏锐观察和准确判断国

内外经济走势，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适时

适度进行预调微调，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保证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资

金需求，抓紧布局、有序推进新的国家重点项目，保持投资稳定增长。继续加强对实体经济

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切实放宽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激发民营经济发展的活力。

（二）抓好农业生产。认真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做好春耕备耕

各项工作，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扩大紧缺、优质农产品生产。强化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监管。

做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森林草原防火和各项防灾减灾工作。（三）巩固房地产市场调控成

果。继续严格执行并逐步完善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的政策措施，促进房价合理回归。采取有

效措施增加普通商品房供给。做好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工作。（四）促进对外贸易稳定发

展。保持外贸政策基本稳定，推动出口结构升级，增强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五）

切实抓好经济运行调节和安全生产。重点抓好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落实安全生产措施，坚

决遏制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六）切实解决好突出的民生问题。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失业

保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强化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监管。加强校车交通安全工

作。 

2. 中国制造业 PMI 调查将扩大样本量推出细化数据。制造业 PMI 的样本量将从目前的820

家企业逐步扩大到约3000家，并尽快推出诸如冶金、轻工等分行业，东、中、西部等分

地区的细化 PMI 指数 

3. 北京规定新购经适房不得上市出售，由政府先回购。今后，北京的廉租房、公租房、经适

房、限价房这四种保障房将统一申请、审核、分配。新通过审核的经适房申请家庭如果购

买经适房，将不得上市交易，确需转让的也将由住保部门回购。经适房、限价房将优先向

一定年龄以上的2人户及以上家庭配售。 

4. 14家城商行首发待审，信托 IPO 破冰，房地产企业尚未破冰。首发(IPO)预披露新政正式

实施，证监会首次公布了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的 IPO 审核十道关，以及主板中小板254

家待审企业名单和151家创业板待审企业名单。在已公布的待审企业名单中，共有14家城

商行及国信证券、中海信托进入“初审”或“落实反馈意见”阶段。这也是18年来信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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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IPO 的首次亮相。但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3日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证实，房地产企业融

资没有重新开闸，包括大连万达商业地产、富力地产、首创置业的 IPO 申请都是在房地

产调控措施出台前上报的，目前这些企业的 IPO 申请审核处于暂停状态。 

5. 数据显示10大城市住宅均价19月来首次同比下跌。中国指数研究院（中指院）2月1日公

布，中国1月100个城市住宅均价环比下降0.18%，为连续第五个月出现下降，而包括北京

在内的十大城市均价出现同比下跌，为2010年6月该数据开始统计以来的首次下跌。 

6. 国务院提出4措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促企业家创业。会议要求认真落实国务院2011年10

月12日常务会议确定的各项财税和金融支持政策，包括：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

将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并扩大范围，对金融机构与小

型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三年内免征印花税，将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延长至

2013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的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对达

到要求的小金融机构执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适当提高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

度等。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一)完善财税支持政策。

扩大中小企业专项资金规模，中央财政安排150亿元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主要支持初

创小型微型企业。政府采购安排一定比例专门面向小型微型企业。对小型微型企业三年内

免征部分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完

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二)努力缓解融资困难。建立小企业信贷奖励考核制度。支持符合条

件的商业银行发行专项用于小型微型企业贷款的金融债。加快发展小金融机构，适当放宽

民间资本、外资和国际组织资金参股设立小金融机构的条件，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单一投资

者持股比例限制，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支持小型微型企业上市融

资。继续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制定防止大企业长期拖欠小企

业资金的政策措施。(三)加快技术改造，提高装备水平，提升创新能力。中央财政扩大技

术改造资金规模，重点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完善企业研发费

用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支持技术创新。鼓励有条件的小型微型企业参与产业共性关

键技术研发、国家和地方科技项目以及标准制定。实施创办小企业计划，培育和支持3000

家小企业创业基地。(四)加强服务和管理。建立和完善4000个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支

持小型微型企业参加国内外展览展销活动，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便利通关措施，简化加

工贸易内销手续。对小型微型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给予培训费和社会保险补贴。建立和完

善小型微型企业分类统计调查、监测分析和定期发布制度。加快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

http://gov.hexun.com/csrc/index.html
http://hkquote.stock.hexun.com/urwh/hkstock/02777.shtml
http://hkquote.stock.hexun.com/urwh/hkstock/02868.shtml
http://finance.ifeng.com/job/zcyw/20090818/110553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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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信用等级评价工作。落实企业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主体责任，提高小

型微型企业管理水平。 

7. 温家宝强调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改革开放。2月3日至4日，温家宝到广东省走访企

业、村庄，考察人才市场和海关物流园区，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对政府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温家宝强调，国内经济一些体制上的问题，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

续的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不少，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改革开

放。对于出口政策，温家宝强调，面对严峻的形势，企业要特别注重提升竞争力，包括加

大研发力度，培育自主品牌，调整出口结构，开辟新的市场。进出口政策要总体保持稳定。

如果要做调整，也应当是鼓励性的多于限制性的。这个信息要尽快传递给广大企业。现在

欧洲面临债务危机，我们要从战略上考虑对欧关系，维护国家利益。一方面，我们最大的

出口市场在欧洲。另一方面，欧洲又是我们引进技术的最大来源地。从这个角度看，帮助

稳定欧洲市场，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我们要让社会各界了解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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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周观点 

1. PMI数据点评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2012年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5%，比上

月微幅上升0.2个百分点，为连续两个月小幅回升。下面对分项进行分析： 

新订单指数为50.4%，比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生产指数比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表明国内

需求有所好转，但需注意春节假期的拉动作用；在房地产投资未见底、汽车等大额消费未有

明显起色的前提下，我们对1月的新订单指数和生产指数的回升持较为谨慎的态度。 

产成品库存指数加快回落，而原材料库存指数回升，显示企业有小幅补库存迹象。2012年1

月份产成品库存指数为48%，比上个月大幅下降2.6个百分点，补库存可能成为拉动生产指数

回升的主要原因。受此推动，原材料库存指数从去年12月的48.3%上升到今年1月的49.7%，

有小幅补库存迹象。 

而新出口订单和进口指数本月继续大幅下滑并连续4月位于50以下，预示外围环境未有改善

并可能恶化。除了房地产投资的减速外，外围因素的影响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最大风险

点。对此要引起高度重视。 

总体而言，1月的PMI指数小幅超出市场预期，在假期效应的带动下，国内需求有所企稳，企

业有补库存的迹象，但外需依旧疲弱。考虑到美国经济维持弱复苏、欧洲经济依旧陷于泥潭，

国内房地产投资将继续下滑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我们对1月PMI的小幅回升持较为谨慎的态

度，需求目前有企稳迹象但未到拐点，阶段性补库存概率较大。 

2.工业企业利润和主营业务收入 

201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54544亿元，比上年增长25.4%；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43315亿元，比上年增长27.2%。其中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全年基本呈现逐月下降趋势，利润

虽较前11月的全年低点有所反弹，但与2011年第一季度30%以上增长率相比仍下滑明显。虽

然前面分析PMI小幅回升，但我们认为在1、2季度，我国工业增速继续小幅下滑的概率偏大。 

3.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并考察广东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六次全体会议, 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这是宏观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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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措辞中首次没有将控通胀放在显著位置，值得关注。近期的CPI数据也印证了，至少在2012

年上半年，通胀不是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在本周，温家宝总理考察广东，再次强调要保持

稳定出口的政策和坚持改革。同时，国务院提出了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的一系列措施。这些

举措都是沿着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轨迹在部署。我们认为，在外围不稳，内需尚未出现

拐点的情况下，宏观政策的着力点是在保持整体政策基调稳定的前提下保证经济平稳增长，

近期政策的稳定和相关针对性措施的出台正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稳中求进”总方针的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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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图 

数据来源: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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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MI 及其分项 （数据来源：WIND 格林期货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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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2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和主营业务收入（数据来源：WIND 格林期货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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