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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优势产业、民生产业，

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2022 年轻工业增加值占全

部工业的 16.2%，是工业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力量。为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

实政府工作报告部署，按照部工作要点任务要求，把

稳增长摆在首要位置，推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

增长，努力实现工业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制定轻

工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3—2024 年）。

主要目标

2023—2024 年轻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 4% 左右，

规上企业营业收入规模突破 25 万亿元。重点行业规模

稳中有升，主要产品国际市场份额保持稳定。新增长

点快速发展，推广 300 项以上升级和创新产品，轻工

百强企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培育升级 50 个规模 300

亿元以上轻工特色产业集群。轻工业在扩内需、促消

费中的作用更加凸显，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

稳步推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成效扩大，产

业发展质量效益不断提升。

工作举措

（一）着力稳住重点行业

造纸。推进林纸一体化建设，科学利用竹浆、蔗渣、

秸秆及其他非木原料，提高国内原料供给能力。加快

三部门印发《轻工业稳增长工作方案
（2023—2024 年）》

核心提示 ： 2023 年 7 月 28 日，工信部等三部门印发《轻工业稳增长工作

方案（2023—2024 年）》。本刊摘取其中与造纸相关内容，与读者分享。

高等级绝缘纸、特种纸基复合材料制造技术突破，提

升纸及纸板、纸制品产品品质。开发适合婴幼儿和老

年人群的护理卫生产品，细分应用场景，加强纸制品

和包装纸设计研发，适应多元化个性化市场需求。提

高热电联产比例和效率，扩大生物质能源应用，组织

实施一批节能降碳技术改造项目，开展节能降碳技术

示范应用，提高行业节能降碳水平。

（二）培育壮大新增长点

老年用品。深入实施促进老年用品产业发展的指

导意见，建设老年用品创新平台，发布老年用品产品

推广目录，大力发展功能性老年服装服饰、智能化日

用辅助产品、安全便利养老照护产品、康复训练及健

康促进辅具、适老化环境改善产品，丰富老年用品品种。

婴童用品。加强环保新材料制备技术和智能技术

研发应用。

文体休闲用品。加快发展方便快捷办公用品、绿

色健康文具用品 , 引导和创造消费需求。

生物制造。加快生物制造产业发展顶层设计，加

大各类创新资源投入力度，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

争力。大力拓展秸秆等大宗农林废弃物原料资源，促

进生物制造可持续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开展生物

基材料产品应用试点，促进优质产品推广应用。加强

特色植物原料开发创新，推动活性原料生物制造规模

化生产。

（三）充分激发内需潜力

大力实施“三品”战略。组织行业和重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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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大力开展“三品”全国行系列活动，打造轻工新

品、名品、精品矩阵。编制《升级和创新消费品指南 

（轻工）》，推广 300 项以上升级和创新消费品。

搭建高质量展览展示平台。用好中国国际中小企

业博览会、APEC 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等高规格

平台，促进轻工中小企业国际合作、项目投资和技术

交流。

联动线上线下拓展消费场景。开展“网上年货

节”“双品网购节”等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培育老年

用品展会、博览会，举办老年用品产业发展大会，开

展“孝老爱老购物节”活动，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

样化需求。

（四）积极稳住出口优势 

稳定传统出口市场。引导行业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提升全球产业链分工地位，积极参加国际展览展示活

动，提高品牌产品出口比例，巩固传统出口市场。

积极开拓新兴市场。指导轻工行业加强“一带一

路”、RCEP 地区市场研究，引导企业合理安排产业布

局投资。

加强外贸公共服务。建立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标准

体系和产品认证制度，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能力。

推动做好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证书签证和便利通关等

工作，引导和帮助轻工企业在协定伙伴国或地区享受

关税减免。

（五）推动产业生态协调发展

强化龙头企业带动作用。组织开展轻工百强、科

技百强和细分行业十强企业宣传推广活动，树立高质

量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先进典范，引领行业转型升级。

建立重点企业联系服务机制，通过设立产业联盟和企

业沙龙，增强为企服务能力。    

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开展“轻工产业带中国

行”活动，在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等地率

先开展试点，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解读、平台对接、

技术交流等线上线下联动服务，提升中小企业发展 

质量。

梯度培育轻工产业集群。培育 50 个轻工“三品”

示范城市，培育一批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鼓励现

有轻工集群加快发展和优化升级，发展协同制造、精

益制造和服务型制造，支持建设一批轻工领域新型工

业化示范基地。举办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大会，交流

推广集群转型升级经验。

推动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中西部地区发展

环境，加强园区和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专业配套

服务能力，吸引轻工优势企业和重大项目落地。

（六）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开展强链稳链行动。优化轻工领域制造业创新中

心布局，推动企业积极创建各级技术创新中心、工业

设计中心、重点实验室，集聚创新服务机构，提供优

质的产品研发、质量控制等服务，完善提升创新公共

服务体系。

强化数字赋能转型。推动重点轻工行业数字化改

造，建设一批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和优秀场景，培育若

干 5G 工厂。

推动绿色安全发展。支持轻工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和设备更新，推广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培育一批轻工

领域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等，

加速形成轻工业绿色竞争优势。

保障措施

（一）加强政策支持

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支持轻工企业智能制造、绿

色制造和基础领域技术突破。落实好稳外贸政策措施，

进一步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优化汇率避险服务。

（二）加强标准引领

加强市场急需、跨界融合、质量提升等方面标准

供给，加强标准制修订过程管理，提升标准制修订效

率和质量水平。

（三）加强人才支撑

支持举办行业性创新创业大赛、轻工大国工匠推

荐活动，加大对优秀产业人才培养力度。开展轻工行

业标准化专业人员能力提升培训工作，提升标准化从

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

（四）加强组织实施

建立部省会商交流机制，及时协调解决发展问题，

采取积极措施稳定轻工业生产效益。积极运用“数字

工信”等信息化平台加强细分行业调度分析，及时准

确掌握行业发展最新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