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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赛迪论坛 专题

加快培育新质生
产力，要求我们加快
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
新，推进产业智能化、
绿色化、融合化升级，
建设具有完整性、先
进性、安全性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

“

”

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

制造强国建设应重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本报记者 齐旭

谁掌管了产业链
的生产性服务业，谁就
是产业链核心价值的
拥有者。我国的生产性
服务业可以用‘开放’
来倒逼，着力发展服务
贸易，用好 22 个自由
贸易试验区。

“

”

本报记者 吴丽琳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苗圩：

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途径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周济：

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
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技术路线

本报记者 卢梦琪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智能制造是最重
要的交汇点。智能制造是我国制造业创新发展的
主要技术路径，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
力，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主攻方向。智能制造
的核心要义是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

“

”
4 月 2 日，由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发展研究院 （赛迪研究院）、工
业和信息化部新型工业化研究中心
主办的 2024 赛迪论坛在京举办。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制造强国建
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周济在主旨
演讲中表示，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
型工业化，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加
快建设制造强国的技术路线。

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

是智能制造的核心要义

周济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智能制造是
最重要的交汇点。智能制造是我
国制造业创新发展的主要技术路
径，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驱动力，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主
攻方向。

“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
制造强国，走一条什么样的技术路
线？要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
化。”周济表示。

如今，大模型、大数据、大算
力的新一代人工智能飞速发展，我
们迎来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使能
百模千态、赋能千行万业。新一代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
的核心技术，正在形成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巨大引擎。

周济指出：“智能制造的核心
要义是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

第一，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
造技术正在深度融合，其中，人工
智能技术是赋能技术，为主导；制
造技术是本体技术，为主体；根本
任务是实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
能化升级。

第二，智能制造是一个大概
念，包含了数字化制造、数字化网
络化制造和新一代智能制造三种基
本范式。其中，新一代人工智能技
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形
成了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这是智
能制造的最高范式，其本质上是

“人工智能+互联网+数字化制造”。
第三，智能制造是一个大系

统，贯穿于产品、生产、服务等制
造全生命周期的各个基本环节，在
工业互联网和智能云平台的支持
下，交融成为智能集成制造系统。

推进人工智能赋能

新型工业化的战略部署

“从现在到2035年，是中国制
造业实现由大到强的关键时期，
也是制造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的关键时期。”周

济表示。
周 济 指 出 ， 从 现 在 到 2035

年，我国的智能制造发展总体将分
成两个阶段来实现：第一个阶段是
数字化转型阶段，要深入推进“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重大行动”。到
2027 年，规上企业基本实现数字
化转型，数字化制造在全国工业企
业基本普及；同时，新一代智能制
造技术的科研和攻关取得突破性进
展，试点和示范取得显著成效。第
二个阶段是智能化升级阶段，深入
推进“制造业智能化升级重大行
动”。到2035年，规上企业基本实
现智能化升级，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制造在全国工业企业基本普及，
中国智能制造技术和应用水平走在
世界前列，中国制造业智能升级走
在世界前列。

周济指出，2023—2027 年推
进数字化转型工作主要体现在四个
方面：

一是推进数字化转型重大行
动。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金政协
同推进，在全国工业企业大规模
普及性推进技术改造—数字化转
型。争取到 2027 年，数字化制造
在全国工业企业基本普及，规上
企业数字化转型基本完成。“数字
化转型工程”的主要着力点在于
生产能力的数字化转型，同时，还
要重点推进“装备数字化行动”，
推进产品和装备的数字化转型和

“制造业新模式新业态推进行动”，
推进制造业产业模式和形态的数字
化转型。

二是开展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
的攻关、试点和示范。新一代人工
智能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融合而成
的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将引起制
造业革命性转型升级。今后五年，
要抓好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的攻
关、试点和示范，为 2028—2035
年“制造业智能化升级重大行动”
做好充分准备。

三是筑牢工业互联网、工业人
工智能等数字乃至智能基础设施关
键底座。深入开展实施工业互联网
创新发展工程，推进“新基建”，
建设网络、平台、安全、标识、数
据体系乃至工业大模型等基础底
座，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
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信息集
成设施体系。推动工业互联网和工
业智能在重点产业链广泛普及、深
度融合。

四是完善数字化转型服务体
系。做强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
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推动解决方
案供应商与工业软件、智能装备等
关键企业融通发展，构建公共服务
平台体系，为广大工业企业数字化
转型和智能化升级提供强大的技术
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新兴、
强大的智能制造产业集群。

4 月 2 日，由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发展研究院 （赛迪研究院）、工
业和信息化部新型工业化研究中
心主办的 2024 赛迪论坛在京举
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
济委员会副主任苗圩在主旨演讲
中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
场在实体经济。在推进新型工业
化的进程中，新技术、新要素、
新模式的融合应用加速演进，推
动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
象等生产力要素及其组合的优
化，实现生产力迭代升级。

加快重大创新成果

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苗圩在演讲中表示：“推动技
术革命性突破，加快重大创新成果
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是生成新质
生产力的动力源泉。”他进一步指
出，长期以来，我国在应用技术创
新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颠
覆性科技创新方面能力不足、效果
不佳。如何提升在重大科技创新
上的引领性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重要命题。

“从美国创新史看，重大、前
沿、颠覆性技术的创新突破大多
产生于企业而不是大学和科研机
构。”苗圩举例说道，比如，美国
通用电气、杜邦公司和贝尔系
统，早在 1900 年左右便建立起企
业的工业研究实验室；最近在全
球引发广泛关注的OpenAI是一个
只有 9 年历史、700 人的中小公
司。所以，加快培育新质生产

力，在国家重大技术创新的攻关
当中要进一步发挥像华为等这样
一批企业的作用。

在苗圩看来，推动生产要素创
新性配置，以要素组合优化焕发新

“要素红利”，是生成新质生产力的
关键支撑。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让人才、技术、资
本、数据等优质要素的活力竞相迸
发，以数据流引领技术流、资金
流、人才流、物资流，推进生产工
具创新升级。

当前，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
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
国家，覆盖了几乎所有传统和新兴
制造业领域。同时，体系全也成就
了我国在各产业链中的完整性。但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部分传统产业
的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转型步伐
偏慢，中国制造整体仍处在全球价
值链的中低端。

苗圩强调，推动产业深度转型
升级，牵引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焕
发新机”，是生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载体。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求
我们加快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
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
级，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
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型工业化

加速生产工具升级换代

“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根本途径。”苗圩认为：“新
型工业化加速生产工具升级换代，
引领劳动资料效能提升。”新一代信
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

等融合应用加速生产工具向更智
能、更高效、更低碳、更安全的方向
迭代。特别是工业互联网、工业软
件等非实体形态的生产工具的广
泛应用，极大地丰富了生产工具的
表现形态，并且赋能装备等传统硬
件的生产工具智能化升级，提升了
生产效率。

“新型工业化持续开拓新生产
场域，促进劳动对象范围拓展。”苗
圩概括道，工业化是人类不断增强
改造自然能力的过程，新型工业化
是对人类对工业发展道路和工业
能力边界的新探索。在推进新型
工业化的过程中，劳动对象在类
型、数量和分布上出现了极大的拓
展，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更大的舞
台，激发了新的生产力发展动能。

苗圩表示，新型工业化塑造新
型产业大军，激发劳动者能力跃
升。他进一步解释道，人是生产力
当中最活跃、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
素，新质劳动者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最坚实的保障，推进新型工业化是
发展方式深刻变革的进程，产业加
速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
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在不断地
涌现，这些对劳动者素质都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既需要深耕基础研
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创新型
科技人才，也需要能够适应现代先
进技术和装备、具有知识快速迭代
能力、主要从事知识型劳动和复杂
劳动的应用型人才。

此外，苗圩还指出，新型工业
化推动发展模式创新，驱动生产力
要素组合优化。以创新为基本驱
动力量的新型工业化不同于以往
工业化传统要素简单的相加模式，
而是推动“新质要素×其他要素”

倍增效能。新型生产要素创造社会
价值，放大价值创造效应。“我们
国家是人口大国、互联网大国，数
据资源十分丰富。所以，我们要利
用好优势，通过挖掘数据等新要素
的巨大价值，释放新的生产力发展
潜力，创造新的经济发展空间。”
苗圩说道。

以新质生产力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如何以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新
型工业化？苗圩在演讲中分享了四
个方面的看法。

一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围绕重点领域，推进关键核心
技术协同攻关，加快形成非对称竞
争优势；加快推进共性技术平台、中
试平台建设，打通实验室产品到工
厂产品转化的梗阻；进一步提升计
量、标准、检验检测等质量技术创新
能力；强化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
新体系，鼓励企业加大研发经费投
入力度，在关键技术突破和产业化
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二是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要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还要
通过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向
传统产业转型要效益，进一步释放
经济存量中蕴藏的动能潜力。

三是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
融合化转型。生产范式的变革是新
质生产力跃升的关键路径。在智能
化发展方向上，要以通用人工智能
等数字技术赋能新型工业化，进一
步释放数据要素红利，大幅提高生
产效率。在绿色化发展方向上，要
以绿色制造实现生产节能清洁低
碳，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在
融合化发展方向上，要以服务型制
造等融合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实现
供需两端精准深度匹配，提升产品
服务价值。

四是加速产业人才机制创新。
新质生产力的竞争说到底还是人才
的竞争，要培育建设服务新质生产
力需求的人才体系。一方面，要加
大产业高素质人才招引和培育力
度，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训适应
数字化生产线、智慧工厂、定制化
生产的产业工人和相应的软硬件人
才。另一方面，要优化产业人才评
价与激励机制，增强人才获得感和
归属感。

4月2日，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工业和信
息化部新型工业化研究中心主办的
2024赛迪论坛在京举办。重庆市原
市长黄奇帆在主旨演讲中强调，我
国要成为制造强国，关键要把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上去。他呼吁，2035年，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要从
现在的不到20%提升到至少30%。

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总体规
模连续 14 年位居全球首位，但“大
而不强”的问题仍然突出。在黄奇
帆看来，这不是我国的制造能力有
问题，而是制造业背后的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不到位，全要素生产率的
比重不高。

生产性服务业涉及与制造业相
关产业链的十个方面，包括产业链
上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产业链
各种零部件的检验检测和市场准

入、全球产业链物流配送、产业链金
融服务、产业链绿色服务、数字技术
对全产业链的赋能、产品销售和零
部件原材料采购、产业链上专利保
护和品牌宣传、政策和市场信息咨
询，以及产品售后服务等。

当前，生产性服务业在世界各
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 GDP 总量中
占比越来越大。据测算，上述十种
生产性服务业占据了美国 GDP 总
量的 50%、欧盟 GDP 总量的 40%。

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 GDP 总量
的比重仅为 17%~18%，是比较低
的。我国现在的服务业总比重在
54%左右，今后可能会达到60%，其
中2/3是生活性服务业，对比之下，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得不充分，亟须
引起重视。

“谁掌管了产业链的生产性服
务业，谁就是产业链核心价值的拥
有者。”黄奇帆举例说，“苹果公司没
有盖厂房，没有生产线，也没有拿流
动资金买原材料，没有搞制造，为什
么苹果公司能赚到钱，而且‘果链’
中的中国企业能获得比较高的毛
利？因为整个产业链的生态是苹果
公司创造的，整个产业链的研究开发
也是苹果公司做的，十种生产性服务
业都是由苹果公司自己在掌管。”

生产性服务业往往是技术密
集、人才密集，附加值也比较高。“但
是我国的生产性服务大多是从国外
进口来的，我们自己的生产性服务
业还谈不上出口到国外去服务，所
以国外就对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输
出’。”黄奇帆强调道，“我国的生产
性服务业可以用‘开放’来倒逼，着
力发展服务贸易，用好22个自由贸
易试验区。”

编者按 4月2日，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工业和信息化部新型工业化研究中心主办的2024赛迪论坛在京举办。本次论坛以“新型工业化：新理论
新实践”为主题。在会上，行业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进行了精彩演讲。本报特摘编部分演讲嘉宾观点及分论坛精彩内容，以飨
读者。（详见5~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