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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推进新型工业化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

“十五五”时期推进新型工业化面临的形势

“十五五”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总体思路及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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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五”推进新型工业化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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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

产品品种与品质稳步提升。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二）产业结构高级化步伐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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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

（三）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提升

• 产业基础薄弱问题得到改善。

• 一批重点产业形成全产业链竞争力。

• 重点产业链供应链补短板取得重大成果。

• 先进制造业集群实力显著增强。

重点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新突破。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不断提高。产业科技创新平台

布局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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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标题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万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增长率（%）

（四）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跃升步伐加快 （五）企业活力和竞争实力实现新提高 （六）发展方式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质量品牌建设步伐加快。工业领域智能化水平

显著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明显。

企业数量大幅提升。产业链领航企业加速发

展壮大。专精特新企业呈现爆发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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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的问题

02

• 一是传统产业转型滞后。

• 二是新兴产业发展动力不足。

• 三是生产性服务业支撑作用偏弱。

04

• 一是核心矿产和关键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

• 二是关键共性产品缺位较为明显。

• 三是产业布局脆弱性仍然存在。

01

• 一是基础研究能力仍有不足，难以实现原创性、原始

性、“从0到1”科技攻关。

• 二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效率不高，创新主体与创新客

体的耦合与协调仍存在一定障碍。

03

• 一是生产效率相对较低。

• 二是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

• 三是工业企业“增产不增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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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五”时期推进新型工业化面临的形势

特朗普上台后，美进一步翻新打压手段，可

能采取极限施压、强化地缘政治操弄等，中

美在产业领域的博弈将更加激烈，我巩固

产业竞争力将面临更大阻力，稳增长的压力

更大。

全球产业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

期 ，人工智能成为影响未来发展的关

键变量 ，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已从技

术突破转向系统性变革。 

供需出现严重背离，呈“剪刀差”

拉大趋势，消费不足成为制约经济

增长、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传统资源要素约束明显趋紧，同时能支

撑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要素红利有待释放，

资源要素配置进入新一轮优化期。

“大三角”分工合作格局被打破，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资金链

正深度重构，新的产业分工格局向多

元化布局、区域化合作演变。

北美地区将呈平稳发展态势 ，亚洲有

望保持中高速发展 。在人工智能等科

技革命推动下，未来5年内全球经济将

加速复苏，有望实现3%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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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五”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总体思路

01 02

03 04

把扩大内需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有机结合起来，供需两端同时发
力、协调配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
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一方面，要做优增量，大力发展以高技术、高
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打造生物
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
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
另一方面，要改造提升存量。以数智技术为杠
杆大力提升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以绿色低碳
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节能减排。

在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激增的背景下，
需要打造安全稳定、富有韧性的供
应体系，进一步推动重点产业国内
有序转移，形成强大的国内经济循
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引导企业
安全开展海外布局，向全球持续开
放。

一方面，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建立有效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完善价格机
制、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激发创新活力。另
一方面，强调政府在市场失灵领域的作用，通
过实施制度保障，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市场秩
序、调控宏观经济、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经济
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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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0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将产业需求作为主
导，通过科技创新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将产业优势建立
在科技创新的底座上，从而突破重围。

02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
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也成为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的支点。特
别是近年来通用人工智能加速向各行各
业渗透，基础性引领性地位凸显，正在
催生生产范式和产业形态的根本性转变，
为新动能、新产业和新模式开辟新的发
展道路。

03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应用
加速了产业融合进程，催生出众多融合
新业态。一些制造业企业转型为“制造+
服务”或服务型企业，一些服务业企业
向制造环节延伸，实现了融合发展。

01

02 03

“十五五”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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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五”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战略任务

1

加强补短板

加快锻长板

夯实产业基础

提升产供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加快建设一流高科技产业园区

推动产业有序梯度转移和国际化发展

统筹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

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推动工业资源高效循环利用

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持续完善新型基础设施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

深入推进智能制造发展

推动新兴产业创新发展

巩固提升传统产业基本盘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强化质量品牌引领

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建设高水平产业科技创新和服务平台体系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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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迪研究院规划所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7号院8号楼12层 
邮政编码：100846 
联 系 人：何  颖 
联系电话：13699153533

思想，还是思想，才使我们与众不同

研究，还是研究，才使我们见微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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