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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高质量发展实现新型工业化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记者 黄 鑫 李芃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推

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

动人工智能发展。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是支撑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石，

应该如何推进相关建设？工业和信息

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表示，将

按照“建、用、研”统筹推进的思路，持续

巩固提升行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加

快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夯实数

字经济发展的网络底座。

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坚

持适度超前的理念，加快推进 5G 网络

和千兆光网建设部署，开展“信号升格”

专项行动，深入实施电信普遍服务，加

快“宽带边疆”建设，不断拓展网络覆盖

深度和广度。

促进产业创新发展。围绕 5G技术演

进、高速光通信等重点方向，持续推进核

心通信芯片、关键射频器件创新突破，加

速高速 PON（无源光纤网络）芯片、高速

光模块的技术攻关，强化产业支撑。

深化网络应用赋能。接续开展“双千

兆”协同发展、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

等工作，支持建设 5G 应用“扬帆之城”

“千兆城市”，不断丰富 5G、千兆光网应

用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

式，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谢存介绍，工信部扎实推进 5G、千

兆光网建设，推动网络应用创新发展，

为数字经济发展、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

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

供给能力不断增强。我国已建成全球

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 5G 网络。目前，我

国5G基站总数达328.2万个，占全球基站

数超过 60%，全国有 110个城市达到千兆

城市建设标准，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

10G PON 端口数达 2272 万个，实现“市

市通千兆”“县县通5G”“村村通宽带”。

创新技术持续突破。我国信息通信

技术产业整体实力显著提升，构筑形成

涵盖系统、芯片、终端、仪表等环节较为

完整产业链。目前，5G 标准必要

专利声明全球占比达 42%，光通

信设备、光模块、光纤光缆等领

域涌现出一批领军企业。

赋能效应持续彰显。

依托“绽放杯”“光华杯”

应用创新大赛等平台，

网络应用创新热情持续

高涨，5G、千兆光网在工

业、医疗、教育、交通等

多个行业领域发挥赋能

效应，已融入 97 个国民经

济大类中的 71 个，网络赋

能赋值赋智作用不断彰显，

有效助力激发产业数字化新

活力。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巩固工业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稳中

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要求。落

实到工业领域，如何巩固增强工业经济

回升向好态势？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

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将认真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新型工

业化推进大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

务，牢牢把握实现新型工业化这一关键

任务，推动产业创新、不断扩大需求、坚

持助企纾困，稳住工业基本盘，培育新

兴增长点，巩固增强工业经济回升向好

态势。

陶青介绍，2024年，将进一步发挥政

策效能。落实落细党中央、国务院稳增长

政策，深入实施好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

作方案；指导各地区因地制宜发挥各自优

势，实现全年增长目标，支持工业大省继

续“挑大梁”，切实稳住重点行业、地区。

进一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

力推进产业科技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

化和规模化应用，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施

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巩固提升优势产业，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进一步扩大有效需求。推动消费、

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同发力。稳住

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发

掘培育智能家居、国货“潮品”等新消费

增长点。加快实施“十四五”规划重大

工程项目，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升

级，扩大制造业有效投资。打造更多出

口优势产品，巩固出口份额。

进一步帮助企业固本培元。持续

开展降本减负，加大清欠工作力度，切

实减轻企业负担，完善与制造业企业常

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助力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和动力。

2023 年以来，工业经济在波动运

行中总体呈现稳步恢复、回升向好势

头。制造业 PMI（采购经理指数）的生

产指数、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连续

位于荣枯线上方，生产扩张态势仍

在延续。2023 年，工信部会同相关

部门出台实施十大重点行业稳增

长工作方案，重点行业生产整体

向好，有力支撑工业生产回升。

企 稳 回 升 基 础 不 断 巩 固 。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高位增长，特

别是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实现两

位数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

润连续 3 个月当月实现正增长，为

企业扩资生产提供坚实基础。企

稳回升动能持续提升。造船业三大

指标均位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等

产业优势增强。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夯实数字经济发展重要基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

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这释放了以科技创新推动产

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构筑竞争优

势的鲜明信号。当前，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引

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调整，带来

产业重构和赶超的重大机遇，产

业科技创新工作责任更加重大。

“做好新时期产业科技创新

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科技

体制改革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部署，切实把产业科技创新摆

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全局的核心位

置 ，加 快 提 升 产 业 科 技 创 新 能

力。”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司长

谢少锋说。

从思路上看，要大力推进科

技和产业的深度融合，超前谋划

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科技发

展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政

策。同时，要系统性布局，发挥

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全产业

链谋划和中长期系统布局，整合

各方面创新资源，调动战略科技

力量，全面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实现产业创新“化点成珠、串珠

成链”。

“最为关键的是，要聚焦重点

产业链，强化创新链全链条设计，

一体化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技术

攻关突破、成果迭代应用、标准规

则制定、产业生态培育，提升产业

科 技 创 新 整 体 效 能 。”谢 少 锋

表示。

谢少锋认为，应完善产业科

技创新政策布局，形成需求导向、

应用牵引、企业主体、政产学研金

有机结合、“四链”深度融合的现

代化产业科技创新体系，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广

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以人工智能赋能全产业体系，加快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支撑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颠覆性技术和

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培育壮大通用人工

智能、人形机器人、元宇宙、车联网、物联网等新兴产业，发

展新质生产力。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谢少锋建议，要加快建

设世界一流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巩固壮大制造业单项

冠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激发涌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和高新技术企业，引导企业建立先进研发组织，加大研

发投入，全面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

新。优化产业科技创新网络。持续打造以制造业创新

中心为关键节点的产业创新网络，布局建设实验室等创

新平台。培育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和先进制造业集

群，推进高新区提质增效。

产业落地很重要。“应持续提升火炬品牌在推进高新

技术产业化中的重要地位，打造火炬品牌升级版。大力

发展科技服务业，优化技术市场服务体系，壮大科技中介

组织，提升创业孵化培育功能，全面增强科技成果产业化

能力。”谢少锋说。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司长谢少锋

：

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

C919 大型客机投入商业运营、国产

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命名交

付、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海上风电

机组并网发电、以智能6行采棉机为代表

的农机装备取得新突破。2023年以来，我

国新型工业化迈出坚实步伐。工业经济总

体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并呈现

良好态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

“我们将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部署，统筹高

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五个着力’

上下功夫。”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

与法规司司长黎烈军表示，要着力提升

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着力推进重点产业

链高质量发展、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着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着力激发企业动力活力。

具体而言，在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

力方面，实施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和项

目，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标准研制

和中试平台一体化布局；构建制造业创

新网络平台，包括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

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产业技

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增强共性技术供

给能力；推动国家高新区优化布局、功

能提升，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大力培育创新型企业，通过实施一

系列措施，持续提升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创新能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应锚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以科技创新

推动产业创新，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巩固

提升优势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

布局未来产业。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方面，重点在推动人工智能

赋能新型工业化，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深化工业互联网

创新应用，加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充分发挥数智技术驱动作用。

“我们将通过一系列政策‘组合拳’，

推进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为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构筑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黎烈军说。

中小企业联系千家万户，是

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

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针对中小

企业生产经营遇到的困难，我们

会同有关部门、各地方出台了一

系列帮扶与支持措施，政策效果不

断显现，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回升向

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

局长梁志峰介绍，以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为代表的优质中小企业展现了

发 展 活 力 和 韧 性 。2023 年 1 月 至 10

月，“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营收利润率分别为 10.6%、7.2%，持

续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

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关键

在服务，核心在培育。梁志峰表示，下

一步，工信部将坚持管理和服务并重、

帮扶和发展并举，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

体系、梯度培育体系、优质高效服务体

系，稳定中小企业发展预期和信心，支

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努力营造良好

的政策环境。加快出台《促进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在

科技创新、产融合作、企业服务、数字化

转型、国际合作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为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提供更多

资源支持。

健全优质中小企业培育举措。联

合财政部做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

市试点工作，在 2023 年 30 个城市试点

基础之上，新遴选一批城市试点，以细

分行业为切入点，以应用场景为突破

口，以生产制造环节为重点，确保试点

试出成效。开展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

创新“携手行动”，持续推进“数字化赋

能、科技成果赋智、质量标准品牌赋值”

中小企业专项行动。

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健全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更多优质服务

直达中小企业。大力实施“一链一策

一 批 ”中 小 微 企 业 融 资 促 进 行 动 ，专

精 特 新 中 小 企 业“ 一 月 一 链 ”投 融 资

路演活动，开展“千帆百舸”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工作，提升中小企

业 融 资 便 利 度 和 可 得 性 。 推 进 中 外

中小企业合作区建设，探索构建中小

企业海外服务体系，支持中小企业走

出去。

深化专精特新理念。办好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搭建成果展示、

理 论 研 讨 、交 流 借 鉴 、共 同 提 高 的 平

台。持续加大宣传力度，梳理典型案

例，强化路径指引，加强引才育才，讲好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故事，引导更多中小

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成为现代化

产业体系的中坚力量。

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黎烈军：

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

支持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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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国 产 首 艘 大 型 邮 轮“ 爱

达·魔都号”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开启商业首航。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图② 在浙江台州黄岩区省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作人员生

产太阳能电池片。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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