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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发布《关于加快现代轻工产业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2025年基本形成现代轻工业产业体系

本报记者 高佳晨 杨洁

工业和信息化部1月10日发布《关于加快现代轻工产业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5年，现代轻工业产业体系基本形成，轻工业工业增加值增速稳定在全国工业水平之上，利润年均增长5%左右，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年均新增100项左右升级和创新消费品。

行业利润年均增长5%左右

工信部表示，轻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传统优势产业、重要民生产业，在满足消费、稳定出口、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仍面临产业集中度不高、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国际知名品牌不多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为推动轻工业高质量发展，《征求意见稿》提出发展目标：到2025年，轻工业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占工业比重基本稳定，企业创新能力、品牌影响力显著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更加优化，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位势明显提升，现代轻工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具体目标包括：行业经济稳定运行。 到2025年，我国轻工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速稳定在全国工业水平之上，利润年均增长5%左右，重点行业利润率保持在6%以上，主要产品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基本稳定，质量效益明显提升。

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 2025年，我国轻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年均增长 10%以上，轻工业科技百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左右，重点行业研发投入强度较2020年增长10%。 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年均新增100项左右升级和创新消费品。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到2025年，不断提高轻工业企业差异化发展水平，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和世界先进制造产业集群。 巩固提升内外联动、东西互济的产业发展优势，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优化。

品牌竞争 力大幅 提升。 到 2025年，培育一 批消费 引领能 力强、国 际竞争优 势明显 的轻工 产品品牌 。 百亿元 以上品 牌价值 企业超过 100家 ，重点 产业集 群区域 品牌影响 力持续 提升。

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到2025年，轻工业产业基础进一步巩固，重点产业链强链补链取得突破，形成一批优势产业链。 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深入应用，建设50家左右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绿色发展取得新进步。 到2025年，绿色制造体系进一步完善，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 单位用地面积产出不断增加，单位工业增加值能源消耗、碳排放量持续下降。 绿色转型成效显著，主要污染物排放明显下降。

构建高质量供给体系

《征求意见稿》要求，梳理家用电器、造纸、日用化学品等行业关键技术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卡脖子”短板，通过跨行业合作等方式，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行业技术水平。 研究制定和定期发布一批重点领域技术创新路线图，实施关键技术“揭榜挂帅”等举措，深入推进家用电器智能化技术、轻工特种纸基复合材料、食品危害因子发现和智能监控溯源、食品安全检测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工程化、产业化，加快建立核心技术体系。

《征求意见稿》提出，实施“关键技术研发工程” ，家用电器领域的“高速电机、高效热交换器，智能控制技术、人机交互技术、智能物联网技术、信息安全技术、伺服电器和驱动器应用技术等共性关键技术” ，自行车领域的“变速器、中置电机力矩传感器，高能效锂电池安全技术”等均被列为“关键技术研发工程” 。

《征求意见 稿》还提 出，增加 升级创新 产品，围 绕健康 、育幼 、养 老等迫切 需求，大 力发展 功能食品 ，化妆品 ，休闲健 身产品 ，益智类玩 具，适老 化家电 、家具、智 慧家居产 品以及 老年休 闲娱乐产 品等老 年用品 。 以乡村 振兴战略 为契机 ，积极开 发适应 农村市场 的轻工 产品。 提 高轻工业 设计水 平，培育 一批国 家级、省级 工业设 计研究 院 ，壮大 一批设计 园区、设 计小镇 ，支持家用 电器 、家 具、皮革 、五金制 品、玩具和 婴童用 品等行 业设计 创新。

《征求意见稿》提出实施“升级创新产品制造工程” 。 如酿酒产业，要求针对年轻消费群体、国外消费群体发展多样化、时尚化、个性化、低度化白酒产品等；家用电器领域，要求发展智能节能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洗碗机、感应加热电饭煲、破壁机、推杆式无线吸尘器、扫地机器人等新兴小家电，互联网智能家电全场景解决方案。

《征求意见稿》鼓励轻工企业加快模式创新，鼓励发展C2M、B2M等新型商业模式，利用大数据分析挖掘消费者个性需求，实现工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融合对接，推动传统制造模式向需求驱动、供应链协同的新模式转型。

稳妥有序推进轻工业碳达峰进程

为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征求意见稿》提出，加强有害物质源头管控和绿色原材料采购，推广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理念。 稳妥有序推进轻工业碳达峰进程，绘制造纸行业低碳发展路线图。 此外，加大食品、皮革、造纸、电池、陶瓷、日用玻璃等行业节能降耗力度，加快完善能耗限额标准；提高塑料制品、家用电器、造纸、皮革、电池、玻璃制品、罐头等行业产品回收利用率。

《征求意见稿》还鼓励绿色产品消费，促进节能空调、冰箱、热水器、高效照明产品、可降解塑料制品等绿色节能轻工产品消费，鼓励地方政府编制发布和动态更新覆盖轻工重点领域的绿色产品政府采购目录（清单），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节能家电、智能家电下乡行动。

《征求意见稿》表示，将完善消费品安全风险监管体系，加强对重点轻工产品的质量监管和对电商平台、短视频、直播带货、微商的经营监管，推动实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打击和曝光轻工产品质量违法和制假售假行为，强化负面警示。 加强对产业链中生产者集中环节的监管和治理，防止价格垄断对市场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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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价走低 黄金销售商加大促销力度

●本报记者 董添

1月10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对北京

地区黄金消费、 投资市场进行调研发

现，品牌黄金价格降幅较为明显，部分

珠宝商投资金条价格跌破400元/克；

消费类珠宝方面， 品牌珠宝商门店促

销力度较大， 推出黄金类饰品一克减

60元、满1000元减100元、免工本费、

腊八节黄金满5克首克价格立减百元

等活动。

业内人士表示，2022年以来，国际

金价持续走低。在春节消费旺季来临之

前，商家为了提高销量，增厚业绩，加大

促销力度。 同时，黄金珠宝行业依托古

法金等品类设计创新，受益消费回流及

国潮崛起，疫情延后的婚庆刚需仍在逐

步释放，行业高景气度有望持续。

消费旺季来临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2022年

以来，黄金饰品、投资金条均出现不同

程度的下滑。以中国黄金为代表的投资

金条类产品价格跌破400元/克大关，

相比2021年高点，每克相差近百元。

中国黄金门店销售人员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2022年以来，国际金价

走低，最近几天也一直在调整。 投资金

条价格是随行就市， 目前在380元/克

左右，且每小时的价格都不一样。 投资

金条可以直接回收，回收价格会比当天

市价折损几元钱。 目前，投资金条作为

投资品购买是比较划算的。

中国证券报记者查阅京东电商平

台发现，1月10日，中国黄金20g投资金

条的报价为7576元， 折算下来每克价

格仅为378.8元/克。

中国证券报记者对周大福、 周大

生、周生生、六福珠宝、潮宏基、老庙黄

金、金至尊、菜百首饰等多家品牌珠宝

商门店进行走访发现，这些品牌的投资

金条价格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饰品金方面， 很多珠宝商推出了

力度较大的折扣活动。 中国证券报记

者了解到，这些活动从跨年开始，一直

持续到现在。 有些活动是门店层面推

出的， 有些是结合当地商场本身的满

减活动进行的促销， 还有的是品牌商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促销。 但不管哪

个层面，近期的促销力度都较大。 大面

积的促销也直接吸引了消费者围观，

从走访情况看， 各大门店成交量较为

可观。

某黄金、珠宝上市公司董秘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公司的促销活动将持

续到春节之前。 降价促销的原因：一方

面是国际金价走弱，黄金饰品需要随行

就市，跟随大盘进行调整；另一方面，新

年、春节都是黄金饰品消费旺季，有利

于吸引客户促销。

高景气度有望持续

黄金现货价格方面，截至2022年1

月10日19时， 国际金价暂报1799.7美

元/盎司， 国际铂金暂报954.8美元/盎

司，国内金价暂报368.38元/克，投资金

条最新报价380元/克。 短线金价走势

仍较疲软。

华龙期货研报认为，在国债收益率

稳步攀升，美联储加息预期下，金价后

市将继续承压。

从黄金珠宝类上市公司近期表态

看，上市公司普遍认为，金价走势受国

际市场变化影响， 短期波动属正常现

象。 价格波动有利于促进销量增长。

中国黄金日前接受机构调研时表

示，实物金条投资是黄金消费者的重要

投资选择， 公司金条市场占有率约

30%。投资金条的多元化发展逐步吸引

更多消费者。 金条销量逐步增长，金价

变动对于金条销量影响较小。公司逐步

加大首饰类产品销售力度，不断开发各

类IP产品来升级首饰类产品种类。同时

金条销量也逐步增长，首饰类产品增速

略高于金条销量增速。

中国黄金表示， 公司不断升级产

品，开发各类IP产品来吸引消费者，不

仅有利于提升毛利率， 更有利于宣传

传统文化， 黄金首饰销售占比也会随

新产品的不断升级而提高。 各类产品

布局符合市场消费者消费习惯， 以婚

庆消费为代表的首饰类消费及投资消

费均有不同人群， 公司尊重市场规律

为消费者提供更好产品。 目前黄金产

品中， 按克计价产品销量高于一口价

产品。 古法金、国风IP产品文化寓意丰

富，产品种类逐渐齐全，受到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喜爱，因此销量逐步上升。 公

司未来会不断加强包括国风IP产品在

内的产品升级。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2021年第三季

度的《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

中国市场2021年第三季度的金饰需求

达到157吨，同比增长32%，环比增长

7%，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国泰君安研报认为， 在金价下行

的背景下， 黄金珠宝行业依托古法金

等品类设计创新， 受益消费回流及国

潮崛起， 同时疫情延后的婚庆刚需仍

在逐步释放，行业高景气持续。 随着春

节消费旺季的到来， 预计黄金珠宝行

业有望持续享受国潮崛起及品类创新

带来的结构性红利， 行业高景气度仍

有望持续。

稳妥有序推进轻工业碳达峰进程

为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征

求意见稿》提出，加强有害物质源头

管控和绿色原材料采购，推广全生命

周期绿色发展理念。稳妥有序推进轻

工业碳达峰进程，绘制造纸行业低碳

发展路线图。 此外，加大食品、皮革、

造纸、电池、陶瓷、日用玻璃等行业节

能降耗力度， 加快完善能耗限额标

准；提高塑料制品、家用电器、造纸、

皮革、电池、玻璃制品、罐头等行业产

品回收利用率。

《征求意见稿》还鼓励绿色产品

消费，促进节能空调、冰箱、热水器、

高效照明产品、可降解塑料制品等绿

色节能轻工产品消费，鼓励地方政府

编制发布和动态更新覆盖轻工重点

领域的绿色产品政府采购目录 （清

单），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节能家

电、智能家电下乡行动。

《征求意见稿》表示，将完善消

费品安全风险监管体系，加强对重点

轻工产品的质量监管和对电商平台、

短视频、直播带货、微商的经营监管，

推动实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打击和

曝光轻工产品质量违法和制假售假

行为，强化负面警示。 加强对产业链

中生产者集中环节的监管和治理，防

止价格垄断对市场造成冲击。

工信部发布《关于加快现代轻工产业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2025年基本形成现代轻工业产业体系

●本报记者 高佳晨 杨洁

工业和信息化部1月

10日发布《关于加快现代

轻工产业体系建设的指导

意见（征求意见稿）》，公

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

稿》提出，到2025年，现代

轻工业产业体系基本形

成， 轻工业工业增加值增

速稳定在全国工业水平之

上， 利润年均增长5%左

右，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年

均新增100项左右升级和

创新消费品。

供给减少需求旺盛

锂盐价格继续看涨

●本报记者 张军

春节临近， 锂盐厂商检修致产

量减少，但下游企业备货拉动需求，

推动锂盐价格继续上行。 机构数据

显示，1月3日至1月7日，电池级碳酸

锂价格涨幅近10%。 业内人士表示，

1月正极材料厂排产情况变动不大，

市场货源偏少， 将推动锂盐继续涨

价，4月前电池级碳酸锂或突破35万

元/吨。

产量缩减

据上海有色网统计，

2021年12月，我国碳酸锂产

量约 19526吨 ， 环比下降

5%。 2021年年底，受国内碳

酸锂主流产区四川、江西等

地冶炼厂检修影响，碳酸锂

产量下滑。 2021年12月，我

国氢氧化锂产量约 17157

吨，环比增长1.4%。

2022年1月以来， 供给

持续缩减。百川盈孚预计，1

月3日至1月7日， 我国碳酸

锂产量较前一周下降4.16%至3638

吨。 目前厂家主要维系老客户，无

多余货源供应，库存消耗明显。 氢

氧化锂产量较前一周下降6.89%至

3732吨。

下游需求强劲。据上海有色网统

计，2021年12月，我国三元材料产量

约47451吨，环比增长10.9%。电池厂

及材料厂均节前备货，部分厂家考虑

原材料价格上涨速度过快，订单开始

前移。 2021年12月，我国磷酸铁锂产

量约61786吨，环比增长18.9%。临近

春节，下游节前备货情绪提升，加大

对磷酸铁锂需求。

受此影响， 锂盐价格继续上涨。

上海有色网数据显示，1月10日，电

池级碳酸锂均价报30.8万元/吨，最

高报价31.2万元/吨，1月以来累计上

涨12%。

锂盐价格上涨也带动下游原

材料的上涨。 上海有色网数据显

示，1月10日， 三元材料 （811/动

力）均价报28.85万元/吨，1月以来

累计涨幅约6%；磷酸铁锂(动力型)

均价报11.35万元/吨，1月以来累计

涨幅约4%。

后市看涨

机构表示，目前，头部三元材料

及磷酸铁锂生产企业春节期间以正

常生产为主，部分中小型企业或将在

春节期间进行装置常规检修。整体来

看，1月排产情况变动不大。

“进入1月， 因春节检修导致的

减产将进一步加剧。 预计1月碳酸锂

产量将减少至19021吨， 环比下降

3%。 氢氧化锂生产方面暂未受到检

修影响， 但资源受限或将影响生产，

预计1月产量约16952吨， 环比下降

1.2%。”上海有色网锂行业高级分析

师刘笑仪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百川盈孚表示，因锂精矿产能释

放有限， 进口锂矿数量有所减少，从

而导致部分氢氧化锂产能不能完全

释放， 目前整体开工率仅为53.7%。

锂辉石价格居高不下，短时间内货源

供应紧张局面依旧得不到缓解，锂盐

价格有一定的支撑。

“目前正极材料厂仍在持续备

货，但可以成交的货源很少。 ” 南通

市悦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

监王红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市场

对锂盐价格依然看涨，预计4月前电

池级碳酸锂或突破35万元/吨。 ”

行业利润年均增长5%左右

工信部表示，轻工业是我国国民

经济的传统优势产业、 重要民生产

业，在满足消费、稳定出口、扩大就业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仍面临产业

集中度不高、 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

国际知名品牌不多等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

为推动轻工业高质量发展，《征

求意见稿》 提出发展目标： 到2025

年，轻工业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占工

业比重基本稳定， 企业创新能力、品

牌影响力显著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

平明显提升，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更

加优化，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

的位势明显提升，现代轻工产业体系

基本形成。

具体目标包括：行业经济稳定运

行。 到2025年，我国轻工业的工业增

加值增速稳定在全国工业水平之上，

利润年均增长5%左右， 重点行业利

润率保持在6%以上， 主要产品国际

市场份额保持基本稳定，质量效益明

显提升。

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 2025年，

我国轻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有效发明

专利数量年均增长10%以上，轻工业

科技百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

左右， 重点行业研发投入强度较

2020年增长10%。 突破一批关键技

术，年均新增100项左右升级和创新

消费品。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到2025年，

不断提高轻工业企业差异化发展水

平，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企业和世界先进制造产业集群。巩固

提升内外联动、东西互济的产业发展

优势，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优化。

品牌竞争力大幅提升。 到2025

年，培育一批消费引领能力强、国际

竞争优势明显的轻工产品品牌。 百

亿元以上品牌价值企业超过100家，

重点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影响力持续

提升。

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到

2025年， 轻工业产业基础进一步巩

固， 重点产业链强链补链取得突破，

形成一批优势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稳

步推进，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等

新模式深入应用，建设50家左右智能

制造示范工厂。

绿色发展取得新进步。 到2025

年，绿色制造体系进一步完善，资源

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单位用地面积产

出不断增加，单位工业增加值能源消

耗、碳排放量持续下降。 绿色转型成

效显著，主要污染物排放明显下降。

构建高质量供给体系

《征求意见稿》要求，梳理家用

电器、造纸、日用化学品等行业关键

技术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 “卡脖

子” 短板，通过跨行业合作等方式，加

强核心技术攻关， 提升行业技术水

平。 研究制定和定期发布一批重点领

域技术创新路线图， 实施关键技术

“揭榜挂帅” 等举措，深入推进家用

电器智能化技术、轻工特种纸基复合

材料、食品危害因子发现和智能监控

溯源、食品安全检测等关键技术研发

与工程化、产业化，加快建立核心技

术体系。

《征求意见稿》提出，实施“关键

技术研发工程” ， 家用电器领域的

“高速电机、高效热交换器，智能控制

技术、人机交互技术、智能物联网技

术、信息安全技术、伺服电器和驱动

器应用技术等共性关键技术” ， 自行

车领域的“变速器、中置电机力矩传

感器，高能效锂电池安全技术” 等均

被列为“关键技术研发工程” 。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增加升

级创新产品，围绕健康、育幼、养老

等迫切需求，大力发展功能食品，化

妆品，休闲健身产品，益智类玩具，

适老化家电、家具、智慧家居产品以

及老年休闲娱乐产品等老年用品。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 积极开发

适应农村市场的轻工产品。 提高轻

工业设计水平，培育一批国家级、省

级工业设计研究院， 壮大一批设计

园区、设计小镇，支持家用电器、家

具、皮革、五金制品、玩具和婴童用

品等行业设计创新。

《征求意见稿》提出实施“升级

创新产品制造工程” 。如酿酒产业，要

求针对年轻消费群体、国外消费群体

发展多样化、时尚化、个性化、低度化

白酒产品等；家用电器领域，要求发

展智能节能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家

电产品，洗碗机、感应加热电饭煲、破

壁机、推杆式无线吸尘器、扫地机器

人等新兴小家电，互联网智能家电全

场景解决方案。

《征求意见稿》鼓励轻工企业加

快模式创新，鼓励发展C2M、B2M等

新型商业模式，利用大数据分析挖掘

消费者个性需求，实现工业互联网与

消费互联网融合对接，推动传统制造

模式向需求驱动、供应链协同的新模

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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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

2021年预计盈利20亿至22亿元

●本报记者 宋维东

圆通速递1月10日晚披露业绩

预告， 公司2021年预计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亿元至22

亿元，同比增长13.2%至24.52%。 其

中，2021年第四季度预计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46亿元

至12.46亿元， 同比增长174.68%至

227.2%。

对于业绩预增原因，圆通速递表

示，2021年，有关部门及部分地方政

府相继出台一系列快递行业监管政

策和指导意见， 规范非理性竞争行

为，推动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快递行

业也普遍积极响应各项监管政策及

指导意见的号召， 自2021年9月1日

起， 快递行业公司普遍上调派费，切

实提高业务员投递报酬，保障业务员

权益。 同时，随着2021年四季度“双

十一” 等旺季到来，为保障加盟网络

平稳运营， 提升服务质量和客户体

验， 快递行业服务单价有所提升，价

格竞争态势明显放缓，并逐步由价格

驱动向价值驱动转变，行业价格持续

回归合理水平。

2021年， 圆通速递持续推进全

面数字化转型，坚持以客户体验为中

心，高度重视服务质量改善，产品定

价能力明显增强。公司通过数字化管

理工具， 进一步加强对快件全程时

长、投诉率、遗失破损等各项指标的

精准管控，快件时效、服务质量、客户

体验等持续改善。公司深入推动精准

营销，完善客户分层、产品升级，精准

匹配客户日益多元的快递产品与服

务需求， 产品定价能力明显增强，推

动公司快递业务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圆通速

递在服务质量和客户体验持续改善

的基础上，通过数字化管理工具不断

强化客户服务能力建设，精细管理快

递服务单价和产品结构，主动优化调

整客户结构， 公司客户结构明显改

善，快递服务单票收入在行业内率先

实现企稳回升。

相关市场人士表示，当前，快递

行业数字化转型热潮仍在继续，面对

激烈竞争， 圆通速递在坐稳自身、实

现业绩稳健增长的同时，数字化转型

已经渐获成效。 未来，随着数字化业

务的深层赋能，公司投资价值或得到

进一步提升和凸显，将迎来更大的发

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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