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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高技术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董静媚

提高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内容。突出“链

式”思维，推动经营主体和产品服务向世界农业产业链中上游和价值链

中高端跃升，既要产业基础安全可控，也要产业链供应链健全完整。

经营好农业需要链式思维

当心羽绒服遇“李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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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日前圆满落幕。本届链博会设置绿色农

业链展区，展示从田园到餐桌的全链条

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农业竞争和合作出

现新变化的当下，链博会给我国农业以

启发。

农业供应链越来越呈现“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态势。此次展会不仅展示

了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还展现了各

行业上下游关键环节的紧密协作与深度

融合。过去，一提到产业链供应链，人们

首先想到的是工业品。一般认为，一款

现代工业品往往集合上下游企业的优

势，其背后的供应链是否稳定高效，是整

个产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其实，农产品

也是如此。如今，越来越多的农业业态

跨越国界，涵盖多个国家的产业链供应

链，包括农资、产品、技术、装备、信息、服

务等。

从全球来看，建立更安全稳定的农

业产业链供应链，已成为共识。受世界

经济恢复迟缓、局部冲突不断发酵、贸易

保护主义盛行等多重因素影响，农产品

贸易承压前行。供应链卡点堵点增多，

尤其是极端天气情况增加、部分国家限

制出口等，影响了农资和农产品的可获

得性。当前全球农业面临的风险挑战比

30 年前更严峻，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

增多。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崛起，世界经

贸秩序正经历深刻转型。越来越多的国

家认识到，应构建更具韧性的农业贸易

体系和国内产业体系。

对我国而言，提高农业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内容。加入

世贸组织 20 多年来，我国农业不断提升

对外开放水平，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与

世界共享中国大市场，为世界农业贡献了

中国力量。如今，我国农产品进口额居世

界第一位，出口额居世界第五位。今年前

10个月，农产品出口 826.6亿美元，同比增

长 2.8%。不过，我国农业产业链遭遇发达

国家占高端、不发达国家占低端的“两头

堵”局面，供应链也面临市场性和非市场

性双重风险。经营好农业，需要突出“链

式”思维，推动经营主体和产品服务向世

界农业产业链中上游和价值链中高端跃

升，重点注意以下两方面。

产业基础安全可控。我国农业产业

链基础还不够稳固，有些产业的原料在

国外、加工在国内，国外一有风吹草动，

就会对国内产业造成影响，甚至可能受

制于人。要妥善应对全球农业全产业链

重构，主动构筑抵御外部风险的防火墙，

着力优化进口市场结构和布局，增强对

贸易渠道的掌控能力。参与国际标准制

定，创建国际知名品牌，培育一批外向型

的农产品生产、加工、贸易骨干企业，重

点提升农产品出口质量和效益，培育国

际竞争新优势。聚焦源头创新，瞄准前

沿方向，推进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科研

攻关，强化技术储备，确保在关键时刻能

派上大用场。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健 全 完 整 。 我 国 农

业产业链条短，有的原料在乡村、加工

在 城 市 ，多 停 留 在“ 原 字 号 ”“ 初 字 号 ”

阶 段 ，一 旦 遇 到 灾 情 疫 情 或 极 端 市 场

情 况 ，会 有 断 供 风 险 。 产 业 链 的 韧 性

不 仅 取 决 于 单 个 环 节 的 优 化 ，还 需 要

各 环 节 间 的 有 效 协 同 ；不 仅 体 现 在 装

备 和 科 技 的 现 代 化 上 ，更 体 现 在 产 业

间的层次性和完整性上。因此，要不断

延伸乡村产业链并完善多主体分工机

制，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

动产加销、农文旅在县域内无缝对接。

目的是使企业和农户在产业链上互补，

种植端与加

工 端 、流 通

端 在 供 应

链 上 协 同 ，

高 校 院 所

与 企 业 、农

户 在 价 值

链 上 共 享 ，

实 现 聚 链

成 群 ，提 高

效率效益。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是 工

业经济的关键环节，对国

民 经 济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贡

献 和 推 动 作 用 。 数 据 显

示，10 月份，全国高技术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9.4%；前三季度，高技术制

造 业 在 生 产 快 速 增 长 带

动 下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6.3%，高于规上工业平均

水平 9.8 个百分点，拉动规

上工业利润增长 1.1 个百

分 点 ，凸 显 了 较 强 韧 性 ，

为 规 上 工 业 利 润 增 长 提

供了重要支撑。

巩 固 增 强 高 技 术 制

造业发展，有助于改善和

熨 平 工 业 经 济 的 周 期 性

波 动 。 与 传 统 制 造 行 业

相比，高技术制造业具有

一定特殊性，其产品生产

门 槛 较 高 、技 术 含 量 高 、

附 加 值 高 、市 场 需 求 旺

盛，因而周期性波动不明

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能

维 持 较 好 的 增 长 和 利 润

情 况 。 加 快 高 技 术 制 造

业发展，不仅是提高创新

发展水平的需要，对于改

善 提 升 工 业 企 业 整 体 利

润 效 益 也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在 工

业生产中的占比越高，改

善 提 升 整 体 工 业 增 长 和

效益、抵抗周期波动的作

用也就越大。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需 要

不断加强创新才能维持和发挥其特

殊作用。越是为市场所需要的前沿

科技创新产品，越能带来丰厚的利

润。因此，要不断增强创新能力，避

免陷入同质化局面，以维持行业产

品的高附加值，强化核心竞争力。

也要看到，受行业发展环境和

内部创新进程等因素影响，我国高

技术制造业的发展仍然面临一些困

难和制约。一方面，当前国内外需

求整体偏弱，原材料价格上升、经营

成本上升等因素也带来普遍性影

响，高技术制造业尽管抗波动能力

和利润创造能力相对较强，但同样

也会受到影响，比如医药制造、仪器

仪表制造行业就比较明显。另一方

面，我国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品

创 新 能 力 提 升 方 面 仍 有

不足。近年来，逆全球化

思 潮 抬 头 ，单 边 主 义 、保

护主义上升，给创新活动

带 来 不 利 影 响 。 我 国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自 主 创 新 能

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不

畅、发展后劲不足等现实

挑 战 也 需 要 克 服 和 突

破 。 因 此 ，要 多 措 并 举 ，

巩 固 增 强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对 工 业 乃 至 整 个 国 民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引 领

作用。

优化创新发展环境，

提 高 创 新 发 展 活 力 。 强

化 企 业 科 技 创 新 主 体 地

位 ，构 建 产 业 链 上 中 下

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生 态 。 充 分 发 挥 科 技 领

军企业龙头作用，组建企

业 牵 头 任 务 型 创 新 联 合

体，从研发源头提高成果

适 配 性 。 深 化 科 研 管 理

机制改革，健全保障科研

人员专心科研的制度，优

化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收 益 分

配机制，允许更多符合条

件 的 国 有 企 业 以 创 新 创

造为导向，在科研人员中

开 展 多 种 形 式 的 中 长 期

激励。

推 进 保 供 稳 价 和 降

成 本 工 作 。 进 一 步 做 好

保供稳价工作，加强重要

产 品 在 供 应 和 价 格 等 方

面的监测，积极引导各类

经营主体合理预期，提前安排好生

产供应，保持各类商品价格稳定在

合 理 区 间 ，促 进 行 业 供 需 更 加 平

衡。推进降成本工作，重点降低企

业用地成本，健全土地长期租赁、先

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化供

应体系。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

鼓励企业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提高生产经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循环畅通，

为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创造更广阔

的市场。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

设，进一步激发市场潜力。实施好

扩大内需战略，优化投资结构，加大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支持力度，推进

重点领域补短板投资，促进制造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穿了没几天就跑毛掉絮，剪开面料
才发现填充物并非羽绒，标签和实际不
是一回事⋯⋯近期，一些消费者购买羽
绒服遇到烦心事。有的无良商家以飞
丝、粉碎毛等混合物代替羽绒；有的则
缺斤少两，比如标注绒子含量90%，实际
连 50%都不到。标签看不懂、内里看不
见，令消费者难以识别真假羽绒服。事
实上，作为羽绒服的主要原料，羽绒价
格自今年以来一直在高位运行。尤其是
填充鹅绒的羽绒服比例显著提升，导致
鹅绒需求猛增，价格创历史新高。从原
料成本价格来看，如果羽绒服售价过于
低廉，可能用了伪劣填充料。对此，监
管部门应继续加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力度，消费者购物时也应注意产品标签
信息是否齐全，是否有钻绒、粉尘溢出
及异味等，切勿因贪图便宜购买到劣质
产品。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