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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如何发力先进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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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中部地区是我国新一轮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点区域。《促
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科学确定了新时期中部地区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其

中一个就是“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未来，中部地区发力先进制造，需要在高端化、智能

化、集聚化、绿色化、服务化以及开放合作上下功夫，切实打造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国务院重大部署，对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
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支撑经济中高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

中明确了新时期中部地区在全国发展大局中新的战略定位——“一中心四区”，即全国重要先进

制造业中心、全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区、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核心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

方位开放重要支撑区。 
    从 2006 年实施《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到 2016 年贯彻落实《促进中部地区
崛起“十三五”规划》，10 年间，中部地区制造业在政策红利的刺激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速度，
制造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从 2006 年的 12.7%提高到 2015年的 21.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装
备制造业占比亦大幅提升。制造业的飞速发展为中部地区进一步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中心打下了

坚实基础。但同时也要看到，中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制造业发展对资源、劳动力等

传统要素的依赖较重，质量不高、结构不优的投资驱动型特征显著，产业转型升级、增长动能转

换面临严峻挑战。 
    基于此，促进中部地区建成全国先进制造业中心，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在巩固原有能源原材料基地、现

代装备制造和高技术产业基地的基础上，按照“五化”（高端化、智能化、集聚化、绿色化、服

务化）同步的路径实施推进。 
    高端化发展：找准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突破口 
    一是推进传统优势制造业走向中高端。着力解决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和家用电
器等传统优势制造业产能过剩矛盾。完善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创新的长效机制和政策体系，在重点

行业、高端产品、关键环节引导企业采用先进适用技术，优化产品结构，促进传统优势制造业向

价值链高端拓展。 
    二是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部地区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中心要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重点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发展壮大，强化提

升光电子通讯、集成电路、卫星导航、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产业，推进人工智能、

3D打印等前沿领域创新应用。 
    三是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发挥中部地区在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能源材料等重点制造业领
域的科技优势，开展制造业基础前沿、关键共性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创新，增强制造业基础创新能

力；推进中部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创新型城市建设，搭建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高层次平台；

优化现有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布局，围绕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

农业机械装备、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和高性能医疗器械等行业建设一批在全国具有影

响力的制造业创新中心。 
    智能化发展：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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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全面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强化顶层设计，编制中部地区省级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明确市
县级智能制造具体实施方案和政策措施。围绕制造业领域关键环节，主攻智能制造装备和智能产

品并实现产业化生产。依托龙头企业，在重点制造业领域建设智能工厂。分类型、分区域实施离

散型智能制造、流程型智能制造、网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和远程运维服务等智能制造

新模式。建立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和信息安全保障系统，搭建智能制造网络系统平台。 
    二是深化互联网在制造领域的应用。实施“互联网+”智能制造和人工智能行动，着力在先
进装备制造、智能感知元器件、工业云平台、新型人机交互等制造业核心领域取得突破，引领全

国智能制造和人工智能发展。开展物联网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在智能检测、远程诊断管理、全

产业链追溯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推进大数据和云平台技术应用，建立中部制造业基础数据库，

实现制造资源、关键技术与标准的开放共享。 
    集聚化发展：优化制造业资源配置与空间布局 
    一是建设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中部地区应依托全国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和装备制造业基地
的优势，建设一批规模效益突出的优势产业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和专业细分领域竞争力强的特色

产业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同时，中部地区拥有众多革命老区，可借助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建设

军民融合发展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 
    二是培育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整合资源要素，以县域为单位形成专业化制造业生产要素集
聚洼地，改造提升中部地区现有产业集聚区。依托京广、陇海、长江沿线等中部地区主要发展轴，

以产业链为纽带，引导产业、企业、要素合理布局，推动产业集聚向产业集群升级，打造形成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走廊。大力培育和引进制造业龙头企业，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

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绿色化发展：构建高效、清洁的绿色制造体系 
    一是促进资源集约高效循环利用。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总量与强度双控制度，
促进资源集约高效利用。推行循环生产方式，针对工业固体废物研究推广先进的循环再利用技术。

发展再制造业，实施高端再制造、智能再制造、在役再制造，促进企业、园区、行业间制造产业

链绿色共生。 
    二是推动制造业生产过程清洁低碳。针对石油化工、医药化工等高污染行业，实施清洁生产
技术改造，推广绿色制造工艺。控制削减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消费量，提高绿色能源使用比率，

促进制造业低碳转型。加强绿色制造产品研发应用，提升电机、锅炉、内燃机和电器终端用能产

品能效水平，淘汰落后产能和技术。 
    三是打造绿色制造全产业链。科学规划现有工业园区，以产业生态链接和服务平台建设为重
点推进绿色工业园区建设。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绿色管理理念，鼓励企业建设绿色工厂，实现原料

无害化、生产清洁化、产品生态化，打造完整的绿色制造生产和供应链条。探索生态化链式承接

产业转移新模式，实现产业绿色转移和科学承接。强化绿色监管，实施绿色评价和责任报告制度。 
    服务化发展：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 
    一是强化信息技术在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的支撑作用。大力发展面向制造业的信息技术服
务，提高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行业信息应用系统的方案设计、开发和综合集成

能力。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为制造业企业自动生产、系统管理、远程监控提供个性化服务。 
    二是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在主要中心城市和重点经济区开展试点示范，引导制造业企业延
伸服务链条，从主要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和服务转变。鼓励企业增加服务环节投入，支持符合条

件的大型企业建立自主服务机构，重点发展融资租赁、供应链管理等新服务业态。 
    三是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重点发展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科技服务等生产性
服务业，并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吸引各类金融机构在中部地区设立总部，打造合肥、长

沙金融后台服务基地和郑东新区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加强现代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郑

州和武汉国际物流中心，发挥其在中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鼓励企业围绕核心产品发展电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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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在线定制等业务，实现制造产品线上线下无缝对接。针对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科技服务业，建

设一批科技服务产业集群。强化制造业服务化的功能区建设，依托现有产业集聚区打造一批生产

性服务业公共服务平台。 
    开放合作：培育中部先进制造业竞争新优势 
    中部地区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中心，在实现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集聚化、绿色化和服务
化的同时，还要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强化区域合作，在更大范围配置各类资源要素，培育

竞争新优势。一是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深度推进国际产能和装

备制造合作，在承接产业转移和深化区域通关一体化领域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开

发。二是全面推进双向开放。坚持招商引资引技引智并重，提高制造业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水平；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提高制造业企业国际化水平和竞争力。三是深化产城融合与

区域内合作。确保产业发展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使先进制造业中心建设与中部地区几大城市

群相互协同，开展区域内省市县三级在制造业领域的协调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