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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

引，扭住科技创新，聚焦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

代化这两个关键问题，精准发力，补短板、强弱项，加

快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保持战略定力，检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

突出问题

一是大而不强。我国制造业规模跃居全球第

一，但大而不强的问题尤为突出。产业基础能力相

对不强，重要基础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对外依存度高；

产业结构不够优化，资源密集型产业占比较高，技术

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占比偏低；产业国际竞争

力有待提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锁定问题

有些突出；产出效率相对不高，劳动生产率等指标仍

落后于传统制造强国。

二是全而不优。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发展，以品质、品牌为

核心的优质供给存在不足。从产品结构看，低端产

品供给过剩与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并存；从产品

质量看，中高端产品和个性化产品缺乏，“中国制造”

质量竞争力不够强；从企业品牌看，自主品牌的培育

能力、市场竞争力相对不足，世界级知名品牌偏少，

从“做产品”到“做品牌”的转变任务艰巨。

三是创而不新。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

强，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

仅为5.5%，基础科学研究短板比较突出；核心关键

技术依赖度相对较高，核心芯片、工业软件、控制系

统等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技术面临发达国家技术封锁

的问题有待突破；技术积累有待提高，工业基础产品

的可靠性、稳定性和使用寿命相对不高。

四是链而不畅。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制造业

链式转型升级，加快产业链由低端向中高端迈进步

伐，但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不高已经成为制约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链创新链对接不畅，

基础研究和产业化应用脱节，产业链关键节点的自

主技术存在短板弱项，创新链对产业链升级的支撑

不足；产业链价值链升级不畅，我国制造业整体处于

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不多、生

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以及国内产业配套能力较

弱等因素制约着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攀升；

产业链掌控力不强，产业链技术自主性及安全性、稳

定性不足，高技术产业供应链风险较大。

五是聚而不群。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制造

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然而，目前我国具有全球引领

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不多。世界级引领型企业不多，

兼具国际竞争力和创新引领力的龙头企业数量偏少；

集群内部协同发展水平不高，大中小企业创新协同、

需求对接、业务关联、市场融合、经营合作的产业生态

群落有待完善；以要素资源利用效率为代表的集群集

聚效应不高，能源利用效率较低、资源消耗量较大、污

染排放量大等制约制造业向绿色化转型升级。

发力短板弱项，抓住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

现代化两个重点

第一，扭住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

业基础能力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基础技术、

基础软件、基础装备、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和元器

件等若掌握在他国手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就

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产业基础能力的内核有三个

维度，提升的关键应靠扭住科技创新。首先，由自主

研发支撑的自主能力，我国一定要将核心技术掌握

在自己手中，确保“卡脖子”技术不受制于人；其次，

由自主技术支撑的安全能力，从制造业研发系统到

生产系统、商业系统的全过程，包括设备安全、控制

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等的产业链全方位安全技

术保障体系；再次，由技术创新支撑的持续能力，依

“高级化+现代化”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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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技术迭代能力不断推动产品更新、服务升级，进而

实现日益趋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扭住科技创新以提升产业基础能力需多管齐

下。一要集中优势力量，努力突破“卡脖子”关键核

心技术，攻克先进基础工艺和基础零部件；二要加大

支持力度，通过财政支持引导、应用示范、产业化推

广等，强化“官产学研金”协同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增

加对原始创新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三要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健全优化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

制机制，激发基础创新活力、优化基础创新生态。

第二，聚焦融合高效，全力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

平。产业链是实现终端产品生产制造及整个产业价

值增值的完整体系，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是决定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关键所在。

一要提升产业链优化水平。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的提升需要对产业链进行增减、整合甚至重组、再造

等优化，来解决产业链低端化、低质化、低效化等问

题。产业链优化既要在精准识别、研判的基础上去

掉“剩”的、拉长“短”的，也要扩大优的、增加新的。

特别是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与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两手抓”的关键时期，需要在提升产业链优化

水平上下功夫，既不能简单做减法，不可机械地调小

甚至调没传统产业；也不能简单做加法。应立足产

业基础和禀赋特色，切忌一拥而上发展热门产业，而

是要以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为目标导向，淘汰过剩、落

后产业，积极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以填空

式、替代式、增强式、延伸式、储备式为产业链优化重

点，以延链、补链、融链为产业链优化路径，增强产业

链韧性，提升产业链水平。

二要提升产业链融合水平。第一，加快推动产

业链与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有机融合，以科技、金

融、人才等现代化发展要素的契合式注入来驱动现

代化产业链发展。尤其是制造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

战场，要突破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之间的环环相

扣式低端锁定，就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更好地

把科技创新和产业优化升级统筹联动起来，以链式

融合创新提升制造业产品竞争力和创新话语权。第

二，以智能化引领产业链融合创新，加速传统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加快优化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以产业链

智能化、高端化转型升级拓展制造业换道超车的机

遇和空间。密切关注区块链技术发展趋势，积极推

进区块链、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在组织、平台、业态、模

式及至市场、服务等的突破式、重构式创新。第三，

深化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耦合共生，鼓励

立足区域产业特色探索两业融合新路径，大力培育

两业融合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制造业企业拓展定向

研发、咨询设计、系统集成、运维管理、信息服务等生

产性服务业和服务型制造领域，以“生产+服务”推动

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为新兴制造业蓄势赋能。

三要提升产业链集约水平。产业链内部要素、

产品、价值的传递交换属性，使得绿色、集约、高效成

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构成。首先，以绿色发

展提升产业链集约能力。充分发挥绿色工厂、绿色

园区的示范带动作用，全链式推行绿色设计、绿色工

艺、绿色产品，不断壮大更能满足需求升级、更具环

境友好型的绿色供给。其次，以产业集聚集群促进

产业链集约发展。产业链上各产业部门的集聚集群

化空间布局是规模效应和集聚经济效应下的企业适

应性选择，要以全球化视野加强开放合作，立足资源

禀赋、聚焦主导产业、壮大特色优势，打造具有引领

性和竞争力的链式产业集群。再次，以要素集约利

用提高产业链集约效率。资源要素利用效率是制造

业生命力、竞争力的关键影响因素。要持续推进能

源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以清洁、高效、低碳、循环为导

向打造绿色供应链、改造升级产业链，全面推动产业

链品质提升、效率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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