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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将加快构建产业新体系——

建 设 制 造 强 国 和 网 络 强 国

本 报 北 京 12 月 24 日 讯 记 者 黄

鑫 冯其予报道：在今天召开的全国工
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工信部部长苗
圩表示，“十三五”时期要坚持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深入实施 《中国制造 2025》，加快信息
通信业转型发展，支撑制造强国和网络
强国建设。

当前，我国工业运行下行压力巨
大。一是经济减速还没有触底，投资增
速降到多年最低点，新开工项目计划总
投资增幅低位徘徊、后劲不足，出口下
降态势仍在延续。二是产能过剩问题凸
显，钢铁、煤炭、水泥、建材等行业产

能已达到峰值，产能不减、价格疲软，
PPI 已连续 45 个月下跌，目前还看不到
缓解迹象。三是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
大，受需求不足和综合成本上升的双重
挤压，企业利润下降，亏损面扩大，部
分行业全行业亏损，面临倒逼破产的企
业增多。四是金融风险隐患加大，企业
负债率上升，相互拖欠增多，有的企业
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

“我国工业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不
是周期性的，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
V 型反弹。我们要做打持久战的准备，
适当提高换挡降速容忍度，强化体制动
力和内生活力，努力实现工业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
发展。”苗圩坦言。

其中，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是
两大重点。“十三五”时期是实施 《中
国制造 2025》、推进制造强国建设的关
键 5 年。苗圩指出，要把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 5 大理念全面落实到
推进 《中国制造 2025》 各项任务中，
按照加快构建产业新体系的要求，聚焦
主要矛盾和薄弱环节，整合资源，掌握
一批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优势领域
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带动制造业水平整
体提升，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
更加坚实的基础。

《中国制造 2025》 提出了新一代信
息技术等 10 大重点发展领域和智能制
造等 5 大工程。据介绍，“十三五”期
间，工信部将聚焦十大领域的细分行
业，加强与省区市之间协商协调，实现
差异化和梯次发展。以 5 大工程项目为
牵引，在关键共性领域和重点行业率先
突破，推动制造业整体水平提升。

在网络强国建设方面，工信部将按
照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
略、“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总体部

署，围绕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
互通、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保障网
络安全等重点任务，加快推动信息通信
业转型发展。

“信息通信业转型包括宏观定位、
发展方向、产业体系、发展格局和管理
能力上的转型。”苗圩说。

具体来说，在宏观定位上，要更强
调信息通信业的基础性、公共性定位，
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
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开展网络提速降费
行动，完善电信普遍服务机制。在发展
方向上，要把“两化”融合作为信息通
信业转型发展的主要方向，夯实智能制
造、工业互联网发展基础。在产业体系
上，要加快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和产
业化，全力打造现代互联网产业体系。
在发展格局上，要鼓励民间资本通过多
种形式参与信息通信业投融资，形成多
种主体相互竞争、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的市场格局。在管理能力上，要坚持发
展、管理与安全并重，加快建设以互联
网管理为核心、基础管理和网络信息安
全为重心的行业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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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运行下行压力增大的形势下，工信部将立足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战略全局，提升供给体系的质
量、效率和层次；启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在清洁生产、节能降耗等重
要环节，实施重大改造项目和示范工程。积极拓展高端装备及新材料应用市场，加快信息通信业转型发
展，更好地扶持小微企业发展

◀

●

在 12 月 24 日召开的全国工业和信
息化工作会议上，工信部部长苗圩表
示，2016 年要立足制造强国、网络强
国 战 略 全 局 ， 深 入 实 施 《中 国 制 造
2025》，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率和
层次，力争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6%左右、能耗降低 4%，单位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降低 4.5%；电信业、互联
网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分
别增长 3%、25%和 14%左右。

稳增长

启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

“我们要狠抓供给质量和效率，努
力保持工业平稳运行。”苗圩表示，要
启动新一轮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开
展改善消费品供给、质量品牌提升等专
项行动，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计划等。

据介绍，2016 年工信部将开展一
系 列 专 项 行 动 以 提 升 供 给 质 量 和 效
率。其中，改善消费品供给专项行动
将促进轻工、纺织、食品、医药、智
能硬件等产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三年行动计划将大力发展工业设计、
融资租赁、节能服务、信息技术服务
等生产性服务业；质量品牌提升行动
将以食品、工业消费品为重点，推广
质量标杆经验；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
行动，要促进绿色建材、钢结构和铝
型材扩大使用等。

2015 年，顶住下行压力，我国工
业保持了平稳运行。工业得以平稳运行
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供给质量的提升，包
括扩大高端铝材、绿色建材和钢结构市
场需求，支持稀土、石墨烯等重点新材
料产品发展，信息通信、家电、纺织、
食品、药品等行业质量品牌建设成效显
著。苗圩透露，2016 年要实施新能源
汽车推广计划，加快出台乘用车企业平
均燃料消耗量管理办法、促进动力电池
产业发展、充电设施建设奖补等重大
政策。

苗圩还表示，要加大财税金融等
政策支持，更多采用后补助、股权投
资 等 方 式 ， 以 政 府 投 资 带 动 社 会 资
本，提高投资有效性。同时，积极发
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先进
制造业投资基金等的撬动作用，引导
社会资本等要素投向，谋划推出一批
重大项目。据了解，目前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投资基金运作良好，实际出资
超过 240 亿元，带动社会投融资超过
1000 亿元。

调结构

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去产能”列
为 2016 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
并明确了“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

的思路。
对此，苗圩表示，要抓紧制定实施

推动产业重组、处置“僵尸企业”总体
方案，协调出台扶持措施，坚持多兼并
少破产，妥善安置好职工，引导“僵尸
企业”平稳退出。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
重组市场环境，积极推进破局性、战略
性兼并重组。

“要分业施策调整存量。”苗圩介绍
说，将制定实施机械、汽车、轻工、纺
织、电子、建材等重点行业分业施策专
项方案，支持困难行业加快去产能、去
库存、降成本，实现产品升级、转型转
产、扭亏增盈。

在化解产能过剩方面，将通过严格
环保、能耗、技术等标准，利用工业企
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加大特困行
业过剩产能化解力度。开展钢铁、水
泥、平板玻璃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试
点，严控新增产能，依法依规查处顶风
审批扩能。

一方面，淘汰落后和化解过剩产能
已取得积极进展。另一方面，新兴产业
蓬勃发展，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加
快。据介绍，技术改造工作在新常态下
作用更加凸显，得到更大重视。

为继续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除
了“去产能”外，苗圩表示，2016 年
还将实施绿色制造工程，在清洁生产、
节能降耗、污染治理、循环利用等重要
环节，实施一批重大改造项目和示范工
程。同时，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和京
津冀协同发展产业升级转移规划，发布
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
案，制定重点区域产业转移指南。实施
京津冀化工企业搬迁专项。继续开展产
业转移对接活动。

谋创新

培育壮大高端装备制造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制造
强国建设。2015 年，我国面向全球竞
争制高点启动实施了制造强国战略。

“制定和落实 《中国制造 2025》 是其中
的重中之重。”苗圩表示，2016 年要扎
实 推 进 《中 国 制 造 2025》“1 + X” 体
系，开展城市试点示范，逐步向重点地
区、园区推广。完善重大产业工程布局
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基础大数
据平台和任务落实信息化管理平台。

《中国制造 2025》 提出了国家制造
业创新中心建设、智能制造、工业强
基、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创新等五大
工程。目前围绕这 5 大工程，我国开展
了工业强基专项行动，支持 118 个示范
项目，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和产品实现
示 范 应 用 ； 完 善 国 家 制 造 业 创 新 体
系，认定 75 家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和 25 家部重点实验室；启动了智能制
造专项和试点示范专项行动，支持新
模式应用等 93 个项目，确定 46 个试点

示范项目。
对 于 这 5 大 工 程 ， 苗 圩 介 绍 说 ，

2016 年，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
程将支持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组成创
新共同体，分领域启动创新中心试点，
年内争取建成 2—3 家国家制造业创新
中心。智能制造工程将支持高档数控机
床与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智能传感
与控制、智能检测与装配和智能物流与
仓储五大关键装备创新应用。工业强基
工程将集中解决 30—50 项标志性产品
和技术，发布 2016 年版工业“四基”
发展目录。高端装备创新工程将抓好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包括抓紧实施航空发
动机及燃气轮机重大专项、新能源汽车
等国家重点专项。

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已取得重大突
破，28 纳米芯片制程工艺进入量产，
C919 大 型 客 机 首 架 机 总 装 下 线 ，
ARJ21-700 新型涡扇支线飞机交付商
用，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重大专项启
动实施⋯⋯一大批国产装备在抗战胜利
70周年阅兵上集中展示，国防科技创新
成果丰硕。

苗圩表示，将积极拓展高端装备及
新材料应用市场。扩大首台 （套） 重大
技术装备保险保费补偿政策覆盖面，推
动组建若干重大装备租赁公司。研究建
立新材料、关键零部件首批次应用保险
保费补偿机制。同时，整体推进两化融
合、5G、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重点
领域标准化工作，组织实施制造业标准
化提升计划。

促融合

加快信息通信业转型发展

加快信息通信业转型发展，才能从
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支撑网络强国建
设。实施宽带网络提速降费行动，不仅
是解决当下关注的热点，也是推进信息
通信业转型发展的必经之路。

“要制定高速宽带网络建设和提速
降费年度行动方案。力争 2016 年基本
实现所有设区城市光纤网络全覆盖，
20M 以上高速宽带用户比例超过 50%，
4G 用户达到 6 亿户。”苗圩表示，还要
实施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试点，推动
基础电信企业深度合作共享，实现 1 万
个行政村通宽带和 2 万个行政村光纤化
升级改造。

苗圩指出，积极稳妥地推进电信
领域开放发展。2016 年将出台移动通
信转售业务正式商用政策，深化宽带
接入市场开放试点；鼓励企业“走出
去”参与信息通信网络建设和运营；
强 化 信 息 网 络 基 础 设 施 互 联 互 通 合
作 ， 实 施 共 建 东 非 信 息 高 速 公 路 项
目；推动将 TD-LTE 纳入“走出去”
部际协调机制，落实相关支持政策和
措施。

信息通信业转型也是推动“两化”

融合、发展“互联网+”的需要。据苗
圩介绍，工信部将指导编制互联网与制
造 业 融 合 发 展 路 线 图 ， 开 展 “ 互 联
网+”制造业试点示范。同时，制定发
布“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指导意见，在
目前 2000 家的基础上新增 300 家通过
体系评定的企业。

在信息通信业关键技术方面，苗圩
表示，要研究制定传感器发展行动计
划，加快 5G 关键技术产学研用联合攻
关，重点布局车联网、智能交通等新兴
领域。建设一批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和产
业集聚区。研究制订工业互联网总体方
案、标准体系框架及推进策略。

减负担

推动企业管理增质增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帮助企业降
低成本”列为明年经济发展的 5 大任务
之一，并打出“组合拳”开展降低实体
经济企业成本行动，包括降低企业税费
负担，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等。

苗圩表示，将全面实施涉企收费目
录清单管理，督促各地各部门 2016 年
底前公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执
法检查、行政罚款等各类项目清单。

由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发
布 的 《2015 年 企 业 负 担 调 查 评 价 报
告》 显示，2015 年企业缴费负担总体
下降，政府部门的收费项目数量减少，
收费内容和标准更加清晰，90%以上的
被调查企业认为政务环境得到了明显改
善。但是受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企业
对各种负担和经营困难的主观感受增
强，企业对加大减负力度的呼声仍然
较高。

为了更好地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目
前，工信部已推动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
展基金，苗圩透露，2016 年将推动国
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尽快投入运营，支
持种子期、初创期成长型中小企业加快
发展。同时，继续深化与金融机构的合
作，推动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和
银担风险分担机制。开展应收账款质押
融资和互联网金融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试点。

为了推动小微企业创新增效，苗圩
表示，将开展“互联网+”小微企业创
业创新培育行动。包括继续实施中小企
业信息化推进工程，建设一批智慧型小
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支持构建“创客
中国”创业创新服务平台；实施大企业
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推广工
程；加大创新资源供给，推进“芯火”
计划，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设立技术转
化机构。

“我们将运用技改资金支持中小企
业‘专精特新’项目。继续推进重点城
市创新转型试点。开展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培育提升行动，培育一批‘小巨
人’企业。”苗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