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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制造业是主要支柱产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科技发展和需求转变推动我国制造业向

密集型数字智能服务型的方向发展。在实现中国智能制造的发展目标过程中，当前资源开发利用及国际

大环境的变化都对我国制造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需基于政策引领、技术驱动、产业升

级和数智融合。中国制造业发展需要多头并进，区域规划、政策引领和产业融合并进，产业协同、科技

人才培养并进，高精与数智并进，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制造并进，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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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the main pillar industry and is crucial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hifts in demand have pushed China’s man-
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direction of intensive digital intelligence and service-oriented develop-
ment.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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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nd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have put for-
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nufac-
turing industry needs to be based on policy leadership, technology-drive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digital-intelligent integration. China’s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multi-pronged, with 
regional planning, policy leadership an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ndustrial synerg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 training, high precision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green manufacturing, and the cultivation of new industries and future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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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

展行动。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12 月 20 日联合发布《制造业卓越质量工程实施意见》

[1]，其中提到“推动制造业加速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制造业水

平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中国智能制造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道路之一[2]。 
而智能制造在当今中国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是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引擎之一。中国制造

发展是我国的国家战略发展之一，并通过《中国制造 2025》[3]等计划积极推动智能制造的发展。在制造

产业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日益深入，实现了质量控制的智能化、预测性维护的精准化，有效提高了

产品质量和降低了生产成本。绿色制造平台的发展成为整合各类智能技术的趋势，企业通过这些平台实

现设备、传感器、软件和分析工具的集成，从而实现全面的生产过程控制和监控，达到绿色生产。中国

制造业取得的显著成就，不仅提升了国际竞争力的机会，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智能制造。 

2. “中国制造 2025” 

目前中国制造业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制造业大而不强，自

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制造业创新体系不完善；产品档次不高，缺乏

世界知名品牌；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滞后；信息化水平不高，与工业化融合深度不够；产业国际化程度不高，企业全球化经营能

力不足[4]。中国制造业作为中国的重要支柱产业，经历了一个从模仿到创新，从低端到高端，从国际市

场参与者到全球价值链主导者的深刻变革过程。改革开放初期以引入外资和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

织、玩具和家电为主，奠定了制造业的基础。这一阶段见证了“Made in China”的崛起，产值大幅增长。

随着规模化扩张与技术升级，中国制造业开始大规模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如汽车、电子等产业迅速发展。

随之“中国制造 2025”提出，强调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高铁、新能

源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成为新的增长点。如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推动了制造

业智能化、绿色化的进程。诸如“工业互联网+”、“中国制造 2025”行动计划，促使制造业迈向高端

制造和服务制造。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4.13201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苏庆华 等 
 

 

DOI: 10.12677/wer.2024.132018 167 世界经济探索 
 

在这一系列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制造业面临着环境压力、人才短缺、核心技术依赖等问题，但也展

现出强大的韧性和适应力。当前我国的制造业正处在转型升级、体系重塑、由大变强阶段。《中国制造

2025》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升

级能力和升级过程，是决定中国智能制造的基础性因素。作为全球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最大发展中国家，

中国正处于推动制造业连续升级和坚持对外开放的阶段，制造业对中国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愈加

凸显。制造业发展是推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性因素，构建具有全球领先优势的高端制造业体系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 

3. 中国制造业现状分析 

从全球各国现代化的发展经验来看，依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规律来理解影响一国现代化进程的

动态演化规律的核心因素，应该主要聚焦在一国制造业体系的动态升级过程[5]。全球进入工业化时代后，

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创新和产业革命，愈发成为影响一国经济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2023 年 11 月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高技术制造业 PMI 指数是 51.2%，

增加值同比增长 6.2%；装备制造业 PMI 指数为 51.6%，增加值同比增长 9.8%。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3
年前 11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5154.7 亿美元。其中，新能源等高技术商品保持较高的出口景气度，汽

车出口延续高位，制造业转型升级正在塑造出口新动能。 

3.1. 中国制造在区域协同发展方面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6]的深入实施，中国制造业的区域布局正在逐

步优化，区域协同发展的格局逐渐形成。一方面，东部地区继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7]水平不断提升。东部地区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且智能制造发展尤为突出，拥有

一批先进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和数字化车间。同时，东部地区正在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推动制造业

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成为新的增长极。

中部地区依托其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加快培育形成一批国内领先水平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涉及工程机

械、智能语音、光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领域。西部地区则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和加快培育新兴产业，保持

工业较快增长态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较高，且在全国的比重逐渐上升。此外，京津冀地区、

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重点区域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也成效显著。特别是长三角地区，

其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四分之一，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占全国六成，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均占全

国三分之一，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显示出强大的制造业实力和区域协同发展潜力。 
在推动制造业区域协同发展方面，在中国发展视域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化规划和政策引导、

推动重点区域产业集群化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等。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助

于激发地方资源禀赋优势，促进产业、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在一定区域空间内的高度集聚，实现规

模经济和集聚经济，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总的来看，中国制造在区域协同发展方面呈现出东部地区引领带动、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重点区

域协同并进的良好态势。然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协调和区域合作，

推动制造业在区域间的均衡发展。 

3.2. 中国制造在技术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现状 

技术方面，中国制造在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上取得了显著进展。随着国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

重视和支持，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与国际先进技术的交流和合作。智能制造、增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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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等新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推动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和数字化。同时，中国

制造业在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提升了整体技术水平。然而，技

术方面也存在一些挑战。尽管中国制造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

在一定差距。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装备仍然依赖进口，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8]。此外，

随着全球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9]，中国制造业需要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以应对

外部压力和挑战。 
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制造业面临着结构性短缺和过剩并存的问题[10]。一方面，高技能人才和领军

人才紧缺，尤其是在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领域，缺乏足够的专业人才支撑。另一方面，传统制造业领域

的人才过剩，部分行业存在就业难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制造业人才培养与实际需求脱节，工程教育实

践环节薄弱，以及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主体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等原因所致。针对这些问题，教育部正在

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人才培养。例如，加大对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投入，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加强实践教学和实训基地建设等。同时，鼓励企业加强内部培训和人才培养，提高员工技能水平和创新

能力。这些措施有助于缓解制造业人才短缺问题，促进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 

3.3. 中国制造在制造产品类型方面的现状 

中国制造在制造产品类型的现状呈现出多元化、高质量化和智能化的特点。中国制造的产品类型涵

盖了从传统的轻工产品、纺织品、玩具，到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尤其在轨道交通(包
括高铁)、超临界燃煤发电、特高压输变电、超级计算机、基础设施建设、移动支付、稀土分离提纯技术

等领域，中国已经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此外，在人工智能、3D 打印、部分特种钢材等领域，中国也取得

了显著的进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中国制造所涵载的产品、技

术、装备、品牌、结构与效益得到优化或升级，不断向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高质量发展的态势逐步显

现。中国制造业已经不仅仅注重数量扩张，更重视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的提升。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

等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产品开始融入智能元素。智能家电、智能制造装备、智能机器

人等产品日益增多，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为用户带来了更加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 
然而，虽然中国制造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在一些关键技术、核心部件和高端装备上，

仍然存在一定的依赖进口的情况。同时，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等因素，中国制造业

也面临着一些挑战[11]。因此，需要继续加强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方向发展。 

4. 中国制造业的未来趋势 

4.1. 中国制造在区域协同发展方面的趋势 

拓展制造业空间、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成本的上升，制造业可以向内陆地区拓展，利用内陆地区的资源和成本优势，

实现产业梯度转移；通过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拓展制造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提

高制造业的附加值；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加强与国际先进制造业的合作与交流，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国际

竞争力。通过加强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补齐产业链短板，提高产业链的完整性和自主性

完善产业链，通过优化供应链管理，提高供应链的灵活性和韧性，确保产业链的稳定运行，增强产业链

供应韧性。针对可能出现的供应链风险，建立风险预警和应对机制，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可靠。根

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合理布局制造业产业，实现区域产业协调发展。通过发展制造业，

带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聚集，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推动地区间的产业合作和协同发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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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具体实施可从两方面进行：首先是在中国发展大背景下制造业的行业发展规划及政策：制定科学的

产业规划，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为制造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为制造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其次是从制造业的主体——企业发展规划：加强自主创新和

技术研发，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优化供应链管理，提高供应链的灵活性和韧性。积极参与国际市

场竞争，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通过拓展制造业空间、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以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制造业将迎来更加广阔

的发展前景，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2. 中国制造在技术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趋势 

随着智能制造的不断发展，未来将有更多创新性的技术应用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新技术有望进一

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源消耗，推动中国发展迈向更为可持续的未来，其中未来智能制造的方向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向：1) 技术创新与自主研发。在中国发展的背景下，智能制造的未来发展方向之一是通过

加强自主创新和研发，推动核心技术的突破，以提高中国在智能制造领域的自主掌控能力。进一步建立

和完善创新体系，鼓励企业注重技术创新，以促使中国智能制造更好地融入全球舞台。2) 产业协同与生

态圈建设。中国制造在中国发展的框架下将侧重于构建更为完整的区域产业生态圈，以促进各环节的协

同发展。通过政策引导，鼓励企业间的合作，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产业链，从而提高整体产业水平。

3) 人才培养与教育体系改革。中国制造的未来将需要应对人才短缺和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

需要进一步优化教育体系，加大对智能制造领域的人才培养力度，并进一步完善优化产学研结合的培养

机制，以确保培养出适应智能制造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4) 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在中国

发展的语境下将朝着绿色制造的方向发展。这包括推动智能制造向环保方向转变，注重生产过程的环保

和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企业采用清洁能源，实现智能制造的可持续发展。 

4.3. 中国制造在制造产品类型方面的发展趋势 

随着技术的发展、市场环境的变化，中国制造在制造产品类型上正经历着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制造逐渐从低端、简单的产品向高端、精密的产品转变。例

如，在航空航天、高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并在国际市场上获

得了认可。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产品开始融入智能元素。智能家

电、智能制造装备、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日益增多，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为用户带来了更加便捷、高

效的使用体验。随着全球环保意识的提高，中国制造也在积极响应，推动绿色制造和环保生产。越来越

多的产品开始注重环保材料的使用、节能降耗、减少污染等方面的设计，以满足市场对绿色、环保产品

的需求。随着消费市场的日益多元化，消费者对产品的个性化、定制化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制造正

逐渐适应这种变化，通过柔性制造、智能制造等技术手段，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除了传统的产品

制造外，服务型制造正逐渐成为中国制造的新趋势。通过将制造与服务相结合，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需求。例如，智能家居、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服务型制造模式正在逐渐兴起。 
综上所述，中国制造在制造产品类型的发展趋势正朝着以上的方向发展。 

5. 小结 

中国的制造业在推进中国发展进程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核心角色。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支柱，它正

经历着深刻的结构性转变。虽然，中国制造业面临着环境压力、人才短缺、核心技术依赖等问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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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我国制造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协同发展、技术/人才培养和制造产品类型进行了现状分析和未

来发展趋势分析，可知中国制造业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适应力。在中国经济结构升级

的过程中，制造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价值链重塑，可提升全球制造业的竞争力，奠定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

的坚实地位。中国制造业正处在历史性的转型期，通过区域协同发展、技术/人才培养制造产品类型等方

面的探索，它将引领全球制造业进入一个全新的高度，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繁荣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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