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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我 国 虚 拟 经 济 呈 现 井 喷 态 势，

实体经济对于资金和人才缺乏吸引力，我国

工业尤其装备制造业发展所面临的形势和任

务非常艰巨。前不久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动

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保持工业经济持续

发展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在改革创新上寻求

新突破，以创新驱动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 

超越中忽略了什么

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制造业的大国，但还不

是制造业强国。比如，在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

核心工艺等方面，与国外制造业强国还有很大

的差异。

从制造业自身发展而言，在低成本、大扩

张的战略驱动下，企业以规模为第一而忽视了

产品的质量，对具备发展高质量工业产品的制

造能力培育不够。有些企业对营销的重视远远

高于工业工艺的改进和品质的提升，工业制造

环节的价值被低估，影响整个工业链条低水平

徘徊，缺乏上升的内在动力。

从产业结构来看，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倾斜，服务业

的在经济总量中比重不断提升，经济呈现“去

工业化”的现象，如市场资金、人才资源趋向

虚拟经济问题突出，金融业、证券业成为不少

人的首选职业，真正选择愿意做技术工人却不

多，企业内在的创新动力减弱。

此外，随着我国经济增速趋缓、结构趋优

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过去曾经形成的部分制造业优势，在国内外市

场需求变化的情况下，面临严重的过剩局面，

如煤炭、钢铁、石化等，部分企业甚至部分行

业出现亏损。

目前我国企业总数已达上千万家，也涌现

出一些国际化的企业，但大部分还处于国际分

工和产业链的中低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

报提出，实施《中国制造 2025》，为“十三五”

期间我国工业发展制定了明确的路线。构建产

业新体系，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培育一批战略

性产业，已经成为新型工业化未来发展的主线。

走工业强国之路

实现工业发展从“量”到“质”的转变迫

在眉睫。《中国制造 2025》提出的创新驱动、

绿色发展、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等基本方针和

主要任务，具有高度的战略关联性和目标整体

性。这些方针和任务立足建设制造强国的总体

寻找工业升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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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我国从根本上打

破工业领域“扩张—过剩—再扩张—再过剩”的循环带来了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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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又与世界其他工业强国的举措相呼应。

从世界范围看，工业强国大多有几个共同

的特征：技术方面，工业强国的工业生产技术

水平和创新能力位居世界前列，对整个工业有

引导带动作用；产业方面，工业强国的产业结

构呈现高级化特征，技术强、产品附加值高、

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条高端，知识技术密集型

产业成为工业的主导；环境方面，工业强国具

有可持续发展优势，已基本解决工业发展而导

致的能源资源与环境问题，为可持续发展奠定

了基础；在效率方面，工业强国具有高生产效

率的特征，与一般国家相比，工业强国工业劳

动生产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在企业方面，工

业强国具有国际竞争力强的特征，工业强国拥

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世界性著名品牌的大

型跨国公司。

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工业进一步

发展的核心是，依靠创新驱动，进一步加快工

业现代化进程，在效率、技术、品牌、管理等

方面形成自己的独特竞争优势。而新一轮技术

革命和产业变革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我

国从根本上打破工业领域“扩张—过剩—再扩

张—再过剩”的循环带来了战略机遇。

对 于 电 力 工 业 而 言， 实 现《 中 国 制 造

2025》各项目标，可以将能源互联网和绿色制

造相结合，提升电力工业的绿色智能化水平。

一方面，企业可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以及分享经济等，为电力工业智能化水

平提升，提供新的理念、技术手段和商业模式；

另一方面，将互联网与电力工业绿色制造相结

合，有利于促进传统电力工业改造升级，不断

拓展工业升级提质的空间。

立足三大重点任务

我国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实施工业强国

战略要重点把握好三个方面的工作：建立先进

的技术体系，建立现代的产业体系，建立高效

的管理体系。

大力开展科技创新，建立先进的技术体系。

对于一个工业强国而言，具备世界领先的技术

水平和创新能力，是其在国际竞争中具有强势

地位的基本保证。这些年，我国的工业创新能

力稳步提升，但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必须通

过科技创新，建立起先进技术体系，在战略性、

基础性技术领域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和产权。

积极推动转型升级，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我国不少企业处于全球价

值链的低端，从事的主要是劳动密集、技术水

平低的生产加工业。从产业组织上看，我国不

少产业集中度不够，没有实现从资本密集向技

术密集转型。如何通过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

优化，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的核心任

务。《中国制造 2025》提出，构建独立完成的

产业体系，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增

强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随着现

代产业体系建设不断深化，工业结构将进一步

优化，将为工业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不断深化体制改革，建立高效的管理体制。

当前，现有的管理体制还有许多方面不适应工

业强国战略要求，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障碍还影

响阻碍着我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例如，工业

领域的发展受到多个部门的多头管理，缺乏一

个多部门统一协调的机制。推进工业强国战略，

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全方位的创新过程，

需要科学的管理组织，需要建立一个高效的管

理体制，因此，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建立起科

学高效的管理体制，从工业行业管理体制改革、

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人才管理体制改革、科技

管理体制改革等多方面，为工业现代化发展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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