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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兴 

 

从2012年到2021年，工业增加值从20.9万亿元增长到37.3万亿元，

年均增长 6.3%；制造业增加值从 16.98万亿元增加到 31.4万亿元，占全

球比重从 20%左右提高到近 30%；500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四成以

上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在“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

一项项振奋人心的成就，见证我国制造业发展实现量的稳步增长和质的显

著提升，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链更加完整，综合实力、创新力和竞争

力迈上新台阶。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历史

与实践表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强盛的国家和民族。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建设制造强国，强调“制造业特别

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提出“把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要求“把

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实做优做强”“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

集群，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并为全国服务的产业链供应链”。让国家

真正强大起来，就必须打牢大国制造的坚实基础、激发科技创新的强劲动

力。 



- 2 -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从 40 万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到 4 万多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我国

制造业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市场主体活力和实力不断增强；从新能源汽车

产销量连续 7年位居世界第一，到 5G手机 2021年出货量达到 2.66亿部，

我国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大幅提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从大型飞机、载人航天、电力装备、高档数控机床等领域实现创新突破，

到 2021 年重点工业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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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加快推进制造业生产模式转型升级，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取得新成效……十年奋进，制造强国建设开启新篇章，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更

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结构调整、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也处于由

大变强、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看趋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历史性交汇；看短板，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

中国制造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

质量效益等方面的差距还比较明显。完成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任务，

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前瞻部署，继续推动制造业高端化迈进、智能化升级、

绿色化转型，不断提高制造业的发展活力、国际竞争力，努力实现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

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目标。 

制造业的核心就是创新，就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建设制造强国，必须加强技术研发，提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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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化替代率，把科技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国家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目前，我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从 2012年的 0.85%增加到 2021年的 1.54%，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达到 10.3%，570 多家工业企业

入围全球研发投入 2500强；同时，已布局建设 23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和国家地方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支持建设 125个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

平台，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大幅提高。把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

置，才能让中国制造“骨骼”更强健、后劲更充足。 

前不久，国际铁路联盟发布实施由我国主持制定的高速铁路设计基础

设施标准和供电标准，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国际空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

制造强国，必能为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打下坚实基础，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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