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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
究院（以下简称“赛迪研究院”）主办的第六期
新型工业化大讲堂活动成功举办。本期讲堂
的主题是“‘十五五’前瞻：科学研判‘时’与

‘势’，辩证把握‘危’和‘机’”，由赛迪研究院
党委书记、研究员刘文强主持。

刘文强表示，“十五五”时期是2035年完
成“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远景目标承上启下
的关键阶段，是加快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在
世界百年变局中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时期，
希望本期讲堂更好为“十五五”时期推进新型
工业化、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和决策服务。

围绕“十五五”前瞻话题，本期讲堂邀请
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国际经济交
流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作主题
发言。工信部政法司、规划司，各地工信局，
赛迪研究院及“1+7”新型工业化智库、中关
村管委会等单位代表共同参会并参加讨论。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十五五”时期，发展机遇
和挑战并存，要把发展新型工业化放在重要
战略位置，探索新的全球化发展之道是新型
工业化中需要创新的内容。

新型工业化是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布局重点

工业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柱石，也是产业
体系的柱石，中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健全、规
模最大的工业体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
咨询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火炬中心原主任贾
敬敦指出：“‘十五五’时期的规划，要把整个
工业体系从中低端推向中高端，并力争使一
部分产业成为世界产业的前沿，发挥引领作
用。未来，中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把
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作为
战略布局的重点。具体而言要做到三位一
体——要把科技创新注入传统产业、重点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度重视未来产业的培
育发展。”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区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董煜也表
示，从上一个五年规划到现在，经济工作中增
加了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两个重大
提法，未来要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下
功夫，一定要有中长期的战略思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内参
处处长、副研究员王成仁在会上表示，“十五

五”规划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主线是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建立起自主可控、安全
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统
筹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工作。

对于“十五五”时期的产业选择，与会
专家给出了思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
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先军表示，要发展破
解技术约束的新兴产业，集中表现在“小软
大”三方面：包括芯片、零部件、材料等物理
尺寸上的“小产业”，工业软件、操作系统等
知识密集和生态繁茂的“软产业”，机床、大
飞机、深空深海装备等大国重器的“大产
业”，集中表现在优先发展集成电路、新材
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工业软件、高端装
备等新兴产业。

要发展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主导产业，包
括电子信息、汽车制造、房地产、航空航天，
钢铁、建材、有色、石化等。此外，还要发展
复合特征型的融合型产业，包括服务机器人
等服务型工业，数字孪生、无人工厂、黑灯工
厂等工业智能化，AR、VR产品等工业体验
化等。

具有社会功能的传统产业也是当前需
要优先发展的，关系国民生活和民众就业，主
要是衣食住行等基础产业和传统产业。因

此，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动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也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内容。

推进新型工业化

需要制定强有效的创新政策

业内专家指出，发展新型工业化面临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十五五”期间如何制定有
效的创新政策，并把创新注入到产业政策之
中。我国应当出台创新导向的产业政策，在
制度和政策上把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
确立起来。

贾敬敦表示，我国要在新型工业化上取
得决定性的进展，基础研究一定要跟得上，
应当下决心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增
加科学知识产出。我们应当出台创新导向
的产业政策，在制度和政策上把企业作为创
新主体的地位确立起来；在“十五五”期间，
也应当大力发展工程科学，建设现代化工业
体系，要以工程科学为基石。

“必须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弘扬企业家精神；政府主要在环
境、制度和法律上发挥作用，营造一个有利
于企业创新发展的环境。”贾敬敦表示。

不过，贾敬敦坦言，推进新型工业化，促
进中国工业上台阶、上质量、上水平，专门为
企业创新发展服务的科技金融比较薄弱。
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中国金融还需要在结
构改革上迈出扎实的一步。

“‘十五五’期间政府政策的制定可以转
变思路，从聚焦产业转向更关注企业。以专
精特新企业为例，可以尝试在产业政策上更
多地结合现有的企业池，例如分门别类，突出
培养示范企业，打造重点企业。”董煜表示。

推进新型工业化

需要探索新的全球化发展之道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能源、工业互联网等新
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但
还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实现大规模颠覆性经
济增长的技术，国家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

以往，全球产业分工和格局变化遵循基
本的市场竞争逻辑，是一个利润驱动和成本
驱动交替、叠加作用的过程。而随着全球化
的深入，西方国家利用其在技术、市场、规则
标准等方面的优势，构筑了不同于传统军

事、科技、经济等的新的权力，更以安全为名
左右产业链分工与格局变化。

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要科学看待人工智能的热潮，其本质上
是高级别的数字化，解决效率提升、成本降
低等问题。“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领域要自主
可控、安全可靠，要防止受制于人，有所为有
所不为，避免盲目跟从、全面推进。”王成仁
表示。

全球化的长期趋势不会变，在当前外部
形势下，我国发展新型工业化需要苦练内功，
依靠高质量发展强大自身。对内，新型工业
化不仅要全、大、宽，更要全而精、大而强、宽
而深。我国在芯片设计、数控操作系统等工
业软件，数控机床、关键部件和材料等硬件方
面有很好的基础，处在突破的前沿。要充分
释放中小企业活力，依靠中小企业创新夯实
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

在李先军看来，在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
中要保障14亿人收入均衡性的改善，这不仅
要求对先进技术的引入和发展新兴产业，还
需要关注改善就业和民众收入的劳动密集型
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
要关注文化的建设，解决贫富差距、社会服务
不足、文化冲突等矛盾，这不仅需要制度的完
善，还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的价值
观进行调节。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需要关注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绿色、低碳、环保等要
素需要融入新型工业化进程中。

对外，发展新型工业化要抓大放小，促进
综合体、集团式主动“走出去”，把掌控力强的
产业环节转移到可靠国家，增强全球产业黏
性，实现整体价值链跃升。

王成仁表示：“必须转变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和安全的评判理念，优化要素获取、产业链
合作的重点和方式，撬动全球资源，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打造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共
同体。”

“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需要关注新的全
球化发展之路，中国的工业化不可能像西方
那样通过全球掠夺和战争来实现，只有通过
全球化的贸易和合作来实现。但在新的背景
下，中国的全球化如何实现，探索新的全球化
发展之道是新型工业化中需要创新的内容。”
李先军指出。

专家指出，我国发展新型工业化，要关注
与世界各国的协同发展。在新的全球化态势
下，新型工业化不仅要推动我国的产业转型
和升级发展，也要强化与世界各国的协同合
作，以深度全球化支撑和保障新型工业化目
标的实现。

“十五五”要把新型工业化放在重要战略位置
——赛迪研究院成功举办第六期新型工业化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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