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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动力足
本报记者 黄 鑫

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脊梁，高技术制造业是创

新发展的重要支撑。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

长关兵表示，今年以来，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运行稳定，正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今年 10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6%，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4%，表现亮眼。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不仅生产向好，效

益更好，预期也在向好。”关兵分析，10 月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10%，降幅较 9 月份大幅收

窄 17.1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5%；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2.9%，大幅高于

规上工业平均水平 22.9 个百分点。

11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3%，比上月

上升 0.2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 PMI 和高技术

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3%和 51.2%，今年以来始终好

于制造业 PMI 水平，景气预期逐步改善。

对于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向好，关兵

分析认为政策效果释放是重要因素。今年 4 月份以

来，“两新”政策逐步完善推进，成为拉动装备制造业

和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其中，1 月至 10 月

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6.1%；10 月份，新能

源汽车、家电等产品生产都实现较快增长。

内需、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动力更足。从内需

看，10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5396 亿元，同比增

长 4.8%。从投资看，1 月至 10 月，高技术制造业、装备

制造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 8.8%、9.1%。从出口看，10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3.7%。 从 消 费 信 心 看 ，10 月 份 消 费 者 信 心 指 数 为

86.9，为连续 6 个月回落之后的首次回升。

数字转型和绿色发展双向推进。我国已建成装

备领域 214 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34 家灯塔工

厂、1850 家绿色工厂，数实融合纵深推进，成为装备

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工业发展

新动能不断增强，10 月份，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

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11.8%、33.4%；智能设备、绿色

产品生产持续高速增长，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业增加

值增长 41.9%；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产量分别增

长 48.6%和 13.2%。

如何多措并举巩固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向好态势？关兵建议，以创新驱动促发展。高度重视

基础研究，聚焦关键共性技术和颠覆性前沿技术加快

研发，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融合发展，靶向聚焦市场需求，完善“赛马”和揭榜

挂帅制度，加快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和产业化应

用。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龙头企业牵头

组建创新联合体，体系化推进重点领域技术攻关。高

度重视人才培育和引进，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

才 链 深 度 融 合 ，推 动 科 技 成 果 加 快 转 化 为 现 实 生

产力。

以“三化”融合促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是工业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动能。加快增品种、提

品质、创品牌，推进高质量经营和高附加值发展，推动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加快数智融合，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全过程、

全要素深度融合，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进行

全方位、全链条改造。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

技术推广应用，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绿色供应链，构

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

以企业培育促实力。积极培育链主企业，打造一

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加快龙头企业发展。加快培育单项冠军和专精特新

企业，打造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加快大中小企业融

通发展，发挥链主企业技术创新、生产联动、供应链牵

引的作用，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共同发展。

以韧性提升促安全。加快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

展，固根基、补短板、锻长板，夯实产业基础，攻关重大

技术装备发展，推进强链延链补链，加强新技术新产

品创新迭代，打造装备制造业产业链优势，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大力发展高技术制造业，

完善财政金融政策，鼓励各类资源向高技术领域倾

斜，培育支撑工业经济长远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研究员关利欣：

新型消费需求旺增势好
本报记者 冯其予

2024 年，随着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显

效，消费市场总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大宗消费、服

务消费、新型消费等需求旺、增势好、活力足，年轻消

费者和海外消费者热情高，消费市场亮点不断涌现。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研究员关利欣

认为，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呈现几大特点。

绿色智能商品消费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

新政策带动下，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产

品的消费升级需求加速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热度逐

渐提升，汽车、家电、家装厨卫等领域绿色智能产品销

量快速增长，成为消费市场新亮点。10 月份，家用电

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39.2%，其中高

能效等级和智能家电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

体验式服务消费热度上升。随着促进服务消费

系列政策逐步落地，服务供给逐步优化，服务消费动

能不断激活，叠加假日经济效应，文旅消费市场持续

升温，体验式服务消费保持较高热度。2024 年 1 月至

10 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6.5%，增速高于同期商品

零售额 3.3 个百分点。根据国内旅游抽样调查统计

结果，今年前三季度，国内出游人次 42.37 亿，同比增

长 15.3%；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4.35 万亿元，同比增

长 17.9%。从黑龙江哈尔滨到新疆阿勒泰，再到山西

大同，跟着短视频、影视剧和游戏旅游成为潮流。赛

事旅游等新模式快速发展，巴黎奥运会期间，国内游

客赴巴黎旅游的订单量同比增长 114%。商文旅融合

发展带动演出市场热度显著上升。中国演出行业协

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 年三季度全国营业性演出

（不 含 娱 乐 场 所 演 出）场 次 17.33 万 场 ，同 比 增 长

16.27%；票房收入 208.10 亿元，同比增长 41.10%。

多样化数字消费加速创新。直播电商、内容电

商、短视频电商、即时电商等模式多元化发展，网络

零售增长明显加快。1 月至 10 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同比增长 8.3%；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5.9%。数字内容释放潜能，网

络视频、网络音乐、网络文学用户数分别达 10.7 亿

人、7.3 亿人和 5.2 亿人。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

爆火出圈，上线 4 天全平台销量破千万套，并吸引

了广大海外消费者。数字化可穿戴设备创新更多

使用场景，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打造沉

浸式数字体验，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实现与人对

话互动、回答问题、协助创作，不断涌现的数字产品、

服务和场景为消费市场带来新的增长点。

中式美学国潮消费大放异彩。随着年轻一代消

费者文化自信崛起，中式美学日益融入“衣食住行游

购娱”各类消费场景中，国潮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动

力。在服装时尚领域，国潮品牌通过将刺绣、祥云、

龙凤图案等传统元素融入现代服装设计，创造出独

具特色的时尚服饰。2024 年 1 月份，曹县汉服销售额

达到 9.2 亿元，其中，马面裙销售额 4 亿元左右。在美

妆护肤领域，国风美妆崛起，国产品牌利用中草药配

方，结合现代科技，推出独具特色的护肤产品。家居

家装行业中，“新中式”风格成为热销款，在电商平台

上的搜索量大幅增长。文化创意产品成为国潮的重

要载体，全国各大博物馆“考古盲盒”卖到脱销，天宫

藻井、凤冠冰箱贴“一贴难求”。老字号品牌加快开

设首店、旗舰店、概念店步伐，探首店、赶国潮成为消

费新风尚。

海外游客入境消费持续升温。随着外籍人员入

境政策不断优化，支付便利化等措施陆续推出，海外

游客来华旅游快速恢复，入境消费增长迅速。2024

年三季度，全国各口岸入境外国人 818.6 万人

次 ，同 比 上 升 48.8% ，其 中 通 过 免 签 入 境

488.5 万人次，同比上升 78.6%。入境旅游

便利程度不断提升，上半年网联平台“外

卡内绑”业务交易金额达 54.17 亿元，

同 比 增 长 8 倍 。

“China travel”国

际 关 注 度 也 在

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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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优化亮点持续涌现

今年以来，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升级类商品销售向好、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较快、贸易结构持续优化等结构性亮点持续涌现。我国经济呈现怎样的积极变化和发

展势头？还有哪些亮点？特邀请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研究员任荣荣：

高技术产业投资韧性强
本报记者 纪文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10 月，高技术

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9.3%，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5.9 个百分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

究所研究员任荣荣认为，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外部

环境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我国高技

术产业投资展现出强大韧性，是固定资产投资中最为

活跃的领域，对稳增长强信心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

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

期。高技术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战略性、先导性产业，

科技创新能力强、资源能源消耗小、产品附加值高、国

际市场前景广阔，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

培育发展新动能、孕育产业新优势的关键领域。

今年前 10 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较快

增长。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

同比增长 8.8%、10.6%。高技术制造业中，航空、航天

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同

比增长 34.5%、9.4%，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集成电路

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制造等行

业蓬勃发展。高技术服务业中，专业技术服务业投资

同比增长 32%，电子商务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16.3%，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12.7%，研发与设

计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11%。

在投资快速增长带动下，10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4%，增速高于全部规

模以上工业 4.1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全国规模以上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为助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引擎作用。

“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得益于市场需

求与政策支持共同驱动。”任荣荣说，在市场需求方

面，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开辟工业

经济巨大增长空间，随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推

进，各行各业对高技术装备、智能化解决方案等需求

更加迫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

术快速发展，为高技术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和

市场前景。此外，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对

高技术、高品质、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表现出更大

需求。

在政策支持方面，今年以来，多项高技术产业发

展专项规划和相关投资政策相继出台，为高技术产业

投资提供了良好外部环境。例如，6 月 19 日，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围绕创业投资“募投管退”全链条，进一步完善了

政策环境和管理制度，积极支持创业投资做大做强。

此外，多地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等领域出

台专项规划，明确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为投资者提

供清晰指引。

在任荣荣看来，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势头良好，

但依然面临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关键核心技术尚待突

破、融资端匹配性不强等挑战。从外部环境看，高技

术产业是国际竞争的关键领域，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的上升直接影响到高技术产业的稳定发展和投资安

全。从内部创新看，我国在高技术产业领域存在原始

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不畅、具备创新能力和

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较为稀缺等情况，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企业的投资难度与风险。

对此，任荣荣建议，营造良好的高技术产业投资

与创新环境是稳定投资预期的关键前提。这意味着

要持续深化高技术产业投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市场

准入、公平竞争和社会信用机制，建立健全知识产权

侵权惩罚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保护企业创

新成果，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同时，加大对“卡脖子”

技术以及关系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领域的创新投

入，推动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加快建设产

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加速新技术、新产品、新服

务的市场化进程。

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带动高技术产业投资

规模整体提升。发挥政府投资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

来产业等领域的重大项目牵引和撬动作用，以“揭榜

挂帅”方式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破除民间投资隐

性门槛，鼓励更多长期耐心资本进入早期投资市场，

推动形成资金循环滚动支持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良性

机制。

优化投资结构，推动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和服务业

投资双擎增长。夯实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基础能力，挖

掘更多投资增长点。加大对新型研发和转移转化、数

字赋能等高技术服务领域投资力度，强化高技术服务

业投资支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综合研究室主任赵福军：

竞争新优势夯实外贸底盘
本报记者 冯其予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11 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值 39.79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9%。其

中，出口 23.04 万亿元，同比增长 6.7%；进口 16.75 万

亿元，同比增长 2.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综合研究

室主任、研究员赵福军表示，今年全球贸易增速好于

去年，但仍面临不确定性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挑战。我

国出台并充分发挥稳外贸政策作用，积极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贸易结构，为外贸发展注入源源

不断的动力。在贸易形势有所改善的同时，贸易结构

持续优化。

面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我国出台促进外贸稳

定增长若干政策措施，稳住外贸基本盘。今年前 11 个

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分别增长 1.3%、4.2%，

基本巩固了欧美等市场在我国外贸中的地

位。与此同时，深化与 RCEP 成员方、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不断

拓展外贸市场，助力外贸发展。今

年前 11 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增长

8.6%，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

易增长 6%，分别高于我国

贸易总体增速 3.7 个百分

点、1.1个百分点。

“ 不 断 激 发 市 场

活力，加快打造形成

产 业 链 系 统 竞 争

优势，夯实支

撑外贸发

展的底盘。”赵福军认为，企业活，外贸才会活。要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今年前 11 个月，民

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8.7%，高于贸易总体增速 3.8 个百

分点，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

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从 2023 年的 53.5%上升至今年前 11 个月的 55.3%。

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加快打造形成产业链系统竞

争优势，不断提升外贸的国际竞争力。比如，近年来

我国汽车出口量不断增长，去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

出口国，汽车行业竞争力不断提升。

赵福军表示，要加快推动外贸转型升级，以结构

升级作为促进外贸发展的重要动力。顺应我国服务

业发展，加快发展服务贸易。今年前 10 个月，我国服

务贸易同比增长 14.6%，高于同期货物贸易增长 9.4

个百分点。在服务贸易较快发展的同时，积极发展知

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不断优化服务贸易结构。今年前

10 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增长 5.9%。实施创

新发展，推动外贸转型升级，不断改善货物出口结构。

今年前 11 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8.4%，高

于贸易总体增速 3.5 个百分点；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

备及其零部件出口增长 11.4%；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20.3%，大幅高于贸易总体增速。机电产品出口相对

较 快 增 长 ，在 我 国 货 物 贸 易 中 的 比 重 从 2023 年 的

58.6%上升至今年前 11 个月的 59.5%。与此同时，大

力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提升产品出口竞争力。

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为外贸发展注入

新动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重要内容。”赵福军表示。巩固外贸大省在外贸发

展中的地位，今年前 10 个月，广东、江苏、浙江外贸大

省贸易增速高于全国总体水平。积极提高中西部开

放发展水平，前 10 个月，甘肃、陕西、内蒙古等西部省

份贸易增速较快，均高于全国贸易总体增速，为我国

稳外贸作出积极贡献。与此同时，为推进高水平对外

开放，去年以来，我国主动实施免签政策，出台方便外

国人来华消费支付等便利化政策，方便外国居民来

华旅行，助力旅行服务贸易发展。今年前 10 个月，

旅行服务贸易增长 41.2%，远高于服务贸易增速。

此外，加快发展数字贸易，不断培育外贸新

业态新模式。牢牢把握数字贸易发展机遇，加

快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加大数字贸易发展

的政策支持力度。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是

数字贸易的重要内容，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可

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5.3%。各

地积极发展“跨境电商+产业带”模式，辐射带

动特色产业带“品牌出海”，为外贸发展

注入新活力。今年前三季度，我国

跨 境 电 商 进 出 口 同 比 增 长

11.5% ，跨 境 电 商 进 出 口 在

货物贸易中的比重由 2023

年的 5.7%上升至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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