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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举行2024年新年升国旗仪式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2024年推动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系列述评之二

王弋王弋摄摄

坚决扛牢实现新型工业化这个关键任务
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

本报讯 1月2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在京部
领导出席仪式。

上午 8 时，升国旗仪式正式开
始，在庄严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参加仪式的全
体干部职工精神抖擞、肃然而立，向
国旗行注目礼，展现出奋发有为的
精神风貌和深厚浓烈的家国情怀。

2023年，党中央召开全国新型
工业化推进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作
出重要指示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
关键任务。全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
论述，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推动工业经济回升向好，制造
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加
快，重点领域创新实现新突破，中
小企业加快专精特新发展，信息通
信业领先优势进一步巩固，圆满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新型工业化迈出
坚实步伐。

202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
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落实
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部署的重
要一年。全系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
会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新型工业化推
进大会部署要求，大力推进新型工业
化，全力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实施

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
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改造升级传
统产业，巩固提升优势产业，培育壮
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
进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工业
绿色低碳发展，支持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发展，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工业和信
息化部纪检监察组，部机关各司局，
有关部属单位干部职工代表共 500
余人参加升国旗仪式。 （耀 文）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
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繁荣富强的
必由之路。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
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大力
推进新型工业化。全国新型工业化
推进大会对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全
面部署，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指示、
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推进新型工业
化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
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
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工业和信
息化系统要深入学习领会党中央
精神，坚决扛牢实现新型工业化这
个关键任务，扎实推进各项重点任
务落实，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一、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举旗定
向、掌舵领航，就推进新型工业化一
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重要
论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
论断，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对
工业化的规律性认识，具有很强的
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推进新
型工业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新型工业

化的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
必由之路；中国梦具体到工业战线
就是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制造业
是我国经济命脉所系，是立国之本、
强国之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
务。工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促进技
术进步、保障物质产品供给、实现绿
色发展、创造高质量就业、带动产业
升级的关键力量，是强国建设的重
要支柱，是在大国博弈中赢得主动
的重要依托。世界近现代历史启示
我们，一国特别是大国实现现代化，
无不依赖于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坚决扛起
时代使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不断把
新型工业化推向前进。

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推进新型
工业化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要加强党对经济
工作的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党的坚强
领导是我国工业化发展的最大政治
优势，我国工业化的伟大成就归根
到底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人
民群众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根本依
靠，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
不断升级的产品和服务需求是推进
新型工业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制
造业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主阵地，
是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是维护经
济安全、国家安全的坚实支撑。

（下转第2版）

9 月 22日至23日，党中央召开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习近
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
重点任务，对做好相关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
想性、指导性，把我们党对工业化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
度，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023年，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
三样”表现亮眼。工信部数据显示，1—11 月，新能源汽车产量为
842.6 万辆，同比增长 34.5%；1—10 月，锂电池产量超过 765GWh，
同比增长 31%；1—10 月，太阳能电池产量超过 403GW，同比增长
超过70%。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新三样”合计
出口同比增长41.7%。“新三样”的快速崛起是我国制造业发展提质
升级的生动写照，为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向好注入信心和活力，成为
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大动能。

2023 年，从全球首发 17 英寸卷曲笔记本电脑到全球首款 8K 激
光电视商用上市，从国内首台120kW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到全球首
创的 AMOLED“光刻图形化”工艺，电子信息产业涌现众多全球
全国首创首发产品。智慧生活、车载视听、智能体育、健康养老等
方面的新产品、新技术层出不穷。工信部数据显示，1—11 月，我
国手机产量达14.1亿台，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3.11亿台，集成电路
产量3114亿块，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中国光学光电子协会液晶分会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显示面板出货面积 13293 万平方米，全
球市场占比提升至74%。电子信息产业创新产品迭出，为促消费稳
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

2023 年，国家高新区总数达到 178 家，已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
重要引擎，前三季度国家高新区园区生产总值达 12.33 万亿元，占
全国比重13.50%。国家高新区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已聚
集了近80%的全国重点实验室、70%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78%的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拥有发明专利占全国接近一半，智能机器
人、卫星导航等一批引领性原创成果在高新区加速产业化，第一枚
人工智能芯片、第一个量子通信卫星等均诞生在高新区。国家高新
区成为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为推动新型工业化贡献

“高”“新”力量。

2023年，我国“数实融合”深层次赋能新型工业化取得了积极
进展。据工信部数据，我国已累计建设近万家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
厂，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达到209家，这些工厂
的产品研发周期缩短了20.7%，生产效率提升了34.8%，产品的不良
品率降低了27.4%，碳排放减少了21.2%。工业互联网应用覆盖85%
以上工业大类，较大型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270家，工业互联网高
质量外网覆盖全国300多个城市，“5G+工业互联网”在十大行业形
成了二十大典型场景。随着我国面向重点行业，打造一批世界级智
能工厂，加快 5G、工业互联网等规模化部署和应用，“数实融合”
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了坚实支撑。

2023年是5G发牌以及正式商用四周年。截至11月底，我国已累
计建成开通5G基站328.2万个，覆盖所有地级市城区、县城城区；5G移
动电话用户达7.71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44.7%。5G应用已融入67
个国民经济大类，5G应用案例数超9.4万个，5G+工业互联网应用项目
超8000个，5G行业虚拟专网超2万个，在工业、矿业、电力、港口等垂直
行业广泛应用。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5G网络，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数字底座。

近日召开的全国工业和信息化
工作会议指出，2024 年是实现“十
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也
是全面落实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
会部署的重要一年，要围绕高质量
发展，突出重点、把握关键，抓好重
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提升科技创
新能力等重点任务。

2023年以来，我国制造业重点
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产业科技创新结出累累硕果。1—
11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2.3%，装备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6.4%。新能源汽车、锂

电池、光伏产品产销量继续大幅增长，
造船业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
球领先，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已建
设近万家，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量全
球占比达42%，人工智能大模型累计
数量全球占比超过60%，技术创新如
火如荼。

展望 2024 年，我国工业经济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和恢复发展态势没
有改变，制造业内生动力不断增
强，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增速进一
步企稳的同时有望迎来更多新机
遇。我们要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
部困难，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
稳、先立后破，扎实推进新型工业
化的各项重点任务落实。

推动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提
升科技创新能力，要着力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体系
是新型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和战略支
撑。2023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统筹
推进补短板、锻长板、强基础，实施制
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不
断增强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把发展
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新
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
表的“新三样”表现亮眼。1—11月，
新能源汽车产量为842.6万辆，同比
增长34.5%；1—10月，锂电池产量超
过 765GWh，同比增长 31% ；1—10
月，太阳能电池产量超过403GW，同

比增长超过70%。“新三样”的快速崛
起是我国制造业发展提质升级的生
动写照，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大
动能。

“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
的工业体系，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中
的节点数量随着全球化分工合作的
深化呈现爆发式增长，且节点企业
之间的产供关系相互交织，形成了
规模庞大的非线性、多层级的复杂
系统。”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工
商大学党委书记陈晓红看来，“我国
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优势明显，但
深层次节点关系难以掌握，实现完
全自主可控具有较大难度。”

（下转第7版）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