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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坚持战略
导向、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抓住改革和创新两
个关键、“民参军”和“军转民”两个抓手，加快
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小核心、大协作、专
业化、开放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实现军民
资源互通共享、相互支撑、有效转化，提高军民
融合产业规模化、高端化发展水平。

推动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
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充分发挥“中国
制造2025”的战略导向作用，以打造“中国制
造 2025”国家级示范区为核心载体，引导技
术、人才、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发挥叠加效
应，协同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依靠
制度创新、举措创新、机制创新，推动降低实
体经济企业成本负担，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推动形成制造业多层次人才队伍，
协同促进实现产业体系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
战略性转变。

苗圩：做强做优“中国制造”
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研究员 陈旭钦 任建华

“以打造‘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为核心载体，引导技
术、人才、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发挥叠加效应，协同投向实体经济
特别是先进制造业。”1月13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的第九届
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就“加快动能转换、做
强做优‘中国制造’”发表主题演讲。

苗圩说，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
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当前，世界正处在快速变化的历
史进程之中，全球制造业正在发生更深层次的变化，给
我国制造业发展环境及应对策略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主
要有以下趋势。

“再工业化”战略陆续实施，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
经济竞争的焦点。苗圩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已经实
现了工业化的主要发达国家反思并审视“脱实向虚”的
发展模式，重新聚焦实体经济，纷纷实施“再工业化”
战略，力图重振制造业，并不断扩大竞争优势。

比如，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德国提出
“工业4.0”等。与此同时，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在加快推
进工业化进程，试图利用低成本优势，加紧抢占国际市
场份额，打造新的“世界工厂”。这给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带来了“双向挤压”的竞争态势，优化发展环境、加速
转型升级，成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经济
要想成功地转型升级，就必须做强做优“中国制造”。

新工业革命蓬勃兴起，智能制造成为新一轮全球产
业竞争的制高点。苗圩指出，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
制造业深度融合为核心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蓬勃
兴起。但同时还须清醒地看到，当前中国制造业尚处在
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并存，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处于发展不平衡的阶段。

无论是制造业向高端发展，还是人工智能、大数
据、云计算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都要循着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发展，不可跨越一个
阶段，直接进入后一个阶段，更不能一窝蜂、一阵热、
炒概念，而是真正做好当前的事情，落实到提升制造业
的质量和效益上来。

全球化正在寻找新方向，制造业创新合作成为国际
合作新亮点。苗圩说，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波
折，保护主义、内顾倾向在抬头，国际经贸规则面临挑
战，新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正在形成，全球生产
网络和分工体系加速重构。在各方力量的博弈下，“全
球化”正在寻找新的方向，现在新兴经济体开始深度参
与，更多强调互利共赢和发展导向。

苗圩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牢牢把握高质
量发展的根本要求，坚定不移以制造强国建设为
主题，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
步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国际竞争新优
势，有力支撑起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协同发
展、充满活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围绕
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配置资金链，更
加注重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应用技术研
究，以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为支点，聚焦战略
性、引领性、重大基础共性需求，打造高效立体
的开放型创新网络体系。推动完善普惠性支持政
策，支持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培
育一批核心技术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的创
新型领军企业。

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将“增品种、提品
质、创品牌”战略理念融入制造业发展各个领域、各层面、全过
程，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坚持做强增量和挑优存
量并举，既聚焦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命脉的领域，加快发展先
进制造业，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又瞄准国际标准更大
力度推进企业技术改造，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坚持引进来
与走出去并重，构建全球研发创新网络，统筹产业链国内外布
局，提高开放性和灵活度。

推动信息网络技术和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
业深度融合。坚持以智能制造作为两化融合的主
攻方向，加快布局工业互联网，打造一批具有生
态控制力的平台型企业，促进工业经济向数据驱
动型创新体系和发展模式转变。坚持以网络强国
建设为牵引，大幅提升网络基础设施支撑力、信
息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产业融合发展引领能力、
网络空间安全防护能力和依法管网治网能力，加
快构筑形成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
数字经济新形态。

苗圩 （图片由《中国经济时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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