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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动车段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动车段

动车组机械师对综合检测列车转向架状态进行检查动车组机械师对综合检测列车转向架状态进行检查。。

崔轩豪崔轩豪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图②② 江苏省海安高新区瑞恩电气生产车间内江苏省海安高新区瑞恩电气生产车间内，，

工人正在赶制干式变压器产品订单工人正在赶制干式变压器产品订单。。

翟慧勇翟慧勇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③③ 创造了创造了 1090910909 米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的米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的

““奋斗者奋斗者””号号。。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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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辽宁支撑智造强省
本报记者 孙潜彤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一条特别的

产 品 线 —— 智 能 设 备 和 医 疗 影 像 数 据 服

务。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它可

通过远程医疗、云平台、数据处理分析等，赋

能医疗服务。

“CT 机不仅能拍片，还能提供专家库

的诊疗方案。”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说，

“信息技术变革，让数字赋能传统制造升

级的空间越来越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辽宁依托产业数字化

的应用场景优势和数字产业化的数据资源

优势，提出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推

进实施专项行动计划，谋划重点项目 1389

个，总投资超过 1 万亿元，壮大先进制造产

业集群。

改造升级“老字号”。辽宁着力推动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

展，加快推进优势产业数字赋能，促进制

造 业 向 智 能 、 绿 色 、 高 端 、 服 务 迭 代 升

级，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装备制造

业基地。2021 年，辽宁工业技术改造投资

增 速 高 于 全 国 26.9 个 百 分 点 ， 居 全 国 第

二位。

深度开发“原字号”。10 年间，辽宁

从提高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入

手，以节能低碳为导向，推动重点产业链

补链、延链、强链，培育发展特色产业集

群 ， 实 现 产 业 的 精 细 化 、 规 模 化 、 高 级

化 、 绿 色 化 、 数 字 化 ， 化 工 精 细 化 率 达

42.3%，逐步建成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和冶

金新材料产业基地。

培育壮大“新字号”。辽宁结合实际，突

出抓好高端装备制造、集成电路、精细化工、

新材料等优势产业，超前布局第三代半导

体、量子科技、储能材料等未来产业，努力增

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集成电路

装备、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多

项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新能源汽车产量持

续保持高速增长。

以建设“数字辽宁、智造强省”为主线，

一场优化要素配置、调整产业结构的创新发

展洪流奔涌而来。辽宁先后出台数字辽宁

发展规划、制造业数字化赋能行动方案等系

列政策方案，引领企业耕“云”种“数”。设立

专项资金 20 亿元，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并

以专项资金为杠杆，支持沈阳中科博微智能

装备工业互联网平台等 53 个项目。“数字底

座”更坚实。目前，辽宁已建成开通 5G 基站

突破 5 万个，有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

点 19 个，均居东北首位。

中国制造向高端大步迈进
本报记者 黄 鑫

“天问一号”开启火星探测、“奋斗者号”万米

海沟成功坐底⋯⋯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采

“冰”，大国制造屡创奇迹，制造大国奋楫笃行。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是立国之本、

强国之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制造加强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

代化攻坚战，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

创新，培育优质企业，扩大制造业领域对外开放，

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定步伐，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稳步提升。

制造大国地位不断巩固

冰雪蓝的主色调上，白色飘带飞舞着，若隐

若现的雪花和运动元素点缀其中，这是国铁集团

为北京冬奥会量身打造的“瑞雪迎春”智能复兴

号高速动车组。2022 年 1 月 6 日，首趟北京冬奥

列车从清河站上线发车，不到一小时便到达崇

礼，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大国重器亮点纷呈。首艘国产航母正式列

装，C919 大型客机准备运营，世界上规模最大、技

术难度最高的垂直升船机在长江三峡投运，全球

最先进的超深水钻井平台建成运行，世界首套

8.8m 超大采高智能化矿山装备研制成功，特高压

输变电、大型掘进装备、煤化工成套装备、金属纳

米结构材料等跻身世界前列。

大国重器，诠释中国实力。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制造大国的地位进一步巩固。2012 年至

2021 年，我国工业增加值从 20.9 万亿元增长到

37.3 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从 16.98 万亿元增

长到 31.4 万亿元，连续 12 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

国地位。在世界 500 种主要工业品中，超过四成

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产业体系更加完备，

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工业中类、666 个工业

小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

业门类的国家。

“强大国内市场加快形成，为我国制造业从

规模经济向基于大规模定制的范围经济优势和

规模经济优势双重优势叠加转变提供条件。同

时，产业门类齐全、链条长、配套完整，让中国制

造具备了大而全的优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战略政策室主任、研究员盛朝迅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战略高度，明确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的战略地位，指出“制造业是国家经

济命脉所系”。“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进一步强调了“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目标任务。

“我国制造业规模持续稳定增长，产业体系

日臻完善，出口竞争力不断增强，国际分工地位

不断攀升，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不断巩固。”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研究员秦海林说。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2021 年，规

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7.7%。通信设

备、高铁、卫星等成体系走出国门，我国制造

业 在 全 球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价 值 链 中 的 位 势 持 续

攀升。

新兴产业异军突起

高 温 气 冷 堆 核 电 站 示 范 工 程 首 次 并 网 发

电，新型显示、工业母机、新材料等领域攻关

取得阶段性成果，新能源汽车销量连续 7 年世界

第一⋯⋯中国制造结出累累硕果，产业创新加

快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

能 力 提 升 转 变 ， 中 国 制 造 正 向 中 国 创 造 大 步

迈进。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及各部门

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把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围绕先进制造

业集群建设、产业技术创新、产业基础再造、专精

特新企业培育、两化融合、生产力布局优化、去产

能、降成本、绿色制造、三品建设、安全生产等多

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各地方政府积极响

应出台配套措施，基本形成了横向联动、纵向贯

通、各方协同的制造业政策体系。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2021 年，企业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改革科研经费管理和项目管理等激励

政策不断完善及落实到位，进一步激发了研发主

体投入热情。骨干龙头企业一马当先。在最新

发布的世界 500 强企业榜单中，我国工业领域企

业有 73 家入围，比 2012 年增加 28 家。

中小企业创新活跃。秦海林介绍，我国把

培 育 “ 专 精 特 新 ” 企 业 作 为 推 动 产 业 链 现 代

化 、 增 强 制 造 业 竞 争 优 势 的 重 要 抓 手 。 截 至

2021 年 11 月，我国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 4762 家，带动省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 4 万多家。“十四五”期间，全国要培育

百万家创新性中小企业，10 万家省级“专精特

新”企业，1 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

1000家“单项冠军”企业。

上海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家

中小企业。它为新能源汽车用户提供家庭智能

充电设备，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国内私有充电桩

的行业“龙头”。2019 年之后，挚达科技开始转型

直面终端消费者，并借助京东的发展生态圈，迅

速找到了撬动销量暴增的密码，坚定了创新发展

的步伐，并于 2021 年入选工信部第三批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名单。

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加速创新向各领域推

进，也让中国制造业具备了“新”的优势。盛朝迅

表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智

能汽车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异军突起，成为引

领产业结构升级和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力

量。一些“专精特新”企业立足独门绝技做精做

强做优优势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方

阵，加速向产业链高端进军。

补链强链提升韧性

2020 年 12 月 29 日，当 3000 多台笔记本电脑

载满最后一辆物流车，联宝（合肥）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全年营收突破 1000 亿元——合肥“千亿企

业”宣告诞生。联宝带来的远不止一家工厂，而

是串起一条电子信息产业链，还引入全球化的研

发团队和成熟的创新体系。如今，全球每销售 8

台笔记本电脑，就有一台来自联宝。

“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要把提升产业基

础能力作为重点任务，加强原材料、关键零部件

等供给保障，实施龙头企业保链稳链工程，维护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秦海林说。

补短板，中国制造业着力稳定供应链。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工业强基”工程推动下，我国实

施了十大领域四基“一揽子”重点突破行动及重

点产品和工艺“一条龙”应用计划，一批关键核心

零 部

件 、材

料 、技

术 和 工

艺取得突

破，探索形

成了一批强

基 突 破 的 典

型 路 径 模 式 ，

切实解决了部

分 重 点 产 业 的

四基“卡脖子”问

题 。“ 以 信 息 技 术

领 域 为 例 ，中 国 的

芯片、传感器、基础

软件、应用软件等领

域产品和服务逐步从

基本可用向好用易用迈

进，已初步形成体系化、

生态化发展态势。”众诚

智库咨询顾问有限公司高

级副总裁柳絮说。

锻长板，中国制造业向

产业链高端攀升。制造业高

端创新持续突破，高速铁路、载

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通信、大

飞机、载人深潜、射电望远镜、超

级计算机、5G 研发等科技成果不

断涌现，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向制造业深度渗透，国产大飞

机、高速铁路、三代核电、新能源汽车等部分战略

领域抢占了制高点，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

跑”的跃升。

制造业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高技术制

造业、装备制造业带动作用增强，占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比重从 2012 年的 9.4%、28%分别提高到

2021 年的 15.1%、32.4%。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

提升，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在“十二五”

大幅下降的基础上，“十三五”时期进一步下降

16%。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重点领域规模以上

工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

及率分别达到 55.3%和 74.7%。

制造强则国强。中国制造正强筋壮骨、步履

铿锵，还将为民族复兴夯实发展之基、汇聚前行

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