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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工业化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为更深入理解、
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赛迪研究院”）
特以“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
面振兴”为主题，举办第五期新型工业化大讲
堂活动。

围绕新型工业化应在新型城镇化、乡村
全面振兴过程中发挥什么作用，中国农业科
学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秀东，中国国际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高技术业务部处长于明等
专家交流了他们的观点。与会专家普遍认
为，要实现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需要
新型工业化的深度助力。

发展先进技术

推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向农业提供先进技术和产品，是我国发
展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使然。王秀东表示，向
第一、第三产业提供更多的能够大幅度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和技术，是发展新型工业
化的内涵之一。

王秀东指出，当前，农业领域已经存在诸
多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的生动实
践。在育种环节，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等
支撑的现代育种技术手段，可帮助提升育种
品质和育种效率。王秀东举例称，在新疆做
的设施农业支撑水稻育种实验，借助工业化
装备等现代技术手段，能够支撑跨区加代育
种，在三年时间内完成过去七年育种周期才
能完成的目标。在种植环节，低空经济领域
的无人机植保技术已经在生产中实现大规模
应用。在作物生长环节，卫星遥感、传感自动
化等技术已经用于监测作物生长情况、提升
作物光合作用有效管理。王秀东列举了多项
将信息通信先进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典型
案例。比如，借助物联网关和LiteOS，可实现
农业物联网高可靠感知；NB-IoT、5G、WiFi
等多种技术可用于农业传感器、监控摄像头

连接和远程控制、协作等生产场景。
王秀东表示，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

要以产业化思维发展现代智慧生态农业。加
快新要素融入，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
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融入农业生
产和经营管理过程中，实现农业生产自动化、
管理智能化、经营网络化和服务智能化。加快
科技创新，强化信息技术与智慧农机具推广
应用，提升农业生产及管理的信息化、智能
化、轻简化水平，大力发展农业设施装备支撑
能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到来之
际，农业农村科技发展和产业竞争也呈现出
新特点。现代工程和技术科学、工业化理念
和多学科交叉融合能力在新一轮农业竞争
中显得更加重要。而推动新型工业化过程
中形成的先进技术成果，正大量导入农业生
产过程中，并逐步发展成熟，为提升我国农
业竞争力提供助力。例如，全基因组选择、

基因组编辑等生物技术可用于动植物精确
和定向育种；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北斗
导航等信息技术可用于智慧农业、工厂化农
业生产。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
表示，在赋能农业生产的技术成果中，有很
多是我国工业领域的优势产业，例如大型农
机、物联网、北斗导航等，为了更好地给农业
生产提供技术支撑，我国在推进新型工业化
过程中，仍要继续保持这些优势产业的领先
性。此外还需要畅通农业与工业设备制造
业之间的供需信息渠道，支持对农机装备、
技术供应商推出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

因地制宜推动产业城乡布局

建设宜居宜业新型城镇

推动实现新型工业化要求，优化国内产

业区域布局，增强区域产业协同，树立突出
区域平衡发展的布局观，强调各区域功能
化、特色化的发展定位和政策。促进要素流
动，推动东部发达地区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的高端要素输入，推动中心城市在技术、人
才、消费市场上的优势同非中心城市劳动力
和资源能源优势相结合，促进城市圈范围产
业链供应链重构优化。

王秀东介绍称：“新型城镇化，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宜业’的要求是需要基
础设施支撑的。”而新型工业化将为宜居宜
业新型城镇、和美乡村的建设提供充足的
产业支撑。

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我国已经形成
了由产业带动城镇的发展道路。例如各地
工业园区，形成了多种类型的产业聚集地，
各园区以集群为单位，批量性帮助当地布局
的企业解决了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贯通、污
染物处理等问题，使得企业、人口在此集聚。

于明表示，在内陆发展、新疆振兴、东北
振兴的过程中，许多地区借助本地丰富的矿
产资源得到了发展。而在实现新型工业化，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过程中，
这些原本的资源型地区也可以利用当地资
源，一方面向产业链下游延伸，另一方面可以
借助为产业高端化提供相应的资源或配套服
务。于明举例说，对于资源丰富型城镇，可以
发展机械装备，也可以对挖掘出来的矿藏做
深加工。

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也为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
城镇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例如，东数
西算可以带动西部地区资源开发、人才流
动和技术水平提升。于明表示，通过数字
化的手段整合与连接，可以推动人员、资
源、资金的流动。

赛迪研究院新型工业化研究所综合研究
室主任孙海尧表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在
一定程度上使硬件配套超越了地理位置的限
制。若以能源密集区布局算力中心，再凭借
低能耗、强算力打造数据交易集散地，则将会
在带动算力供应节能降本的同时，拉动欠发
达地区经济发展，甚至在此基础上形成产业
强镇，或是为城镇提供产业配套。

王秀东分享了自己观察到的发展经验：
某些欧洲国家形成了为工业生产配套的功能
小镇——装配、仓储分别在不同单独的小镇
中实现，同时各小镇根据各自不同功能提供
合理的土地相关要素供给及功能配置。

我国在发展新型工业化、进行产业布局
过程中，可以根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市场
需求，培育具有区域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产业，
形成产业集群，带动乡村人口就近就业，形成

“以县带乡”融合发展的新局面。强化县域各
类开发区、产业园区、返乡创业园、产业强镇
等平台功能；推动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结合
县域产业发展需求参与县域 5G 基站、特高
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
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在县域内投资建厂；鼓
励和支持大型民营企业和外企搬迁疏解到有
条件的县城，推动本土企业与大型企业在产
业分工、研发创新等方面对接合作，共享产业
链供应链。

以新型工业化助力实现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赛迪研究院成功举办第五期新型工业化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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