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轻工业高质量发展

　　轻工业是我国传统优势产业和重要的民生产业，也是我国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之一。“十三

五”时期，我国轻工业在转型升级、自主创新、节能环保等方面成效显著，全行业实现了平稳较快

增长。但与此同时，我国轻工业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突出短板。“十四

五”时期，推动我国轻工业由大变强，需从根本上补齐长期困扰产业发展的突出短板，在政府引导

下，形成企业愿意创新、有能力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有所突破的新局面。

　　“十三五”时期成效显著

　　“十三五”时期，我国轻工业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调整和转型升级取得明显进

展，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有了较大改善。

　　第一，产业持续稳定增长，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十三五”期间，在需求增长与深化改革的推

动下，轻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从15.6万亿元增加到19.8万亿元，增长了26.9%；利润总额从1.0亿元增

加到1.5亿元，增长了50.0%；出口额从5272.5亿美元增加到6752.8亿美元，增长了28.1%。到“十

三五”期末，轻工业实现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8.7%、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7%，两项指标

均位居整个工业行业首位。

　　第二，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技术创新步伐加快。“十三五”期间，随着产业研发力度加大，一

批国家重大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技术改造攻关项目顺利实施，一批关键技术获得突破。包括制笔行

业中性墨水、水性墨水、中油墨水和笔头用不锈钢材料、笔头精密加工设备；基于拉伸流变的塑料

高效节能加工成型技术和设备，塑料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微发泡制备技术；日化行业新型绿色表面活

性剂油脂乙氧基化物、醇醚糖苷；制糖行业封闭循环用水技术；制革和毛皮加工水循环利用技术

等。此外，高性能二次电池新型电极电解质材料及相关技术等60余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技术发明

奖，变频空调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等190余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第三，新兴行业和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一是产品种类增多，皮革、钟

表、文体、陶瓷、工艺美术等行业涌现出一批技术含量高、设计精美、制作精细、性能优越的轻工

产品；二是主要行业新产品产值率达到10%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0%左右；三是中西部地区

所占比重较2015年提高了3.1个百分点，区域结构趋于协调。

　　第四，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跨国经营取得积极进展。“十三五”期间，我国主要轻工产品国

际市场占有率继续保持上升势头，家具、家用电器、日用陶瓷等100多种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世界第

一。其中，自行车出口占全球市场的75%，家电、皮革、家具、羽绒制品出口约占全球市场的

40%。同时，参与海外收购的轻工企业数量逐渐增加，并购涉及领域和区域逐渐扩大。轻工企业

“走出去”地域遍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澳洲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轻工企业对外投资涉及

的领域有家电、糖业、乳制品、厨卫等行业，投资形式有全资、合资、参股、技术转让、设备转

让、工业园和工厂建设、对外劳务、成立贸易公司、开设境外工程咨询和设计项目服务等。

　　第五，节能减排取得明显成效，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十三五”期间，轻工业加快淘汰

落后产能，积极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积极推进轻工清洁生产示范项目建设，单位增加值

能耗、水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比2015年下降18%、 23%和22%，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

强。到“十三五”期末，已有260家轻工企业获工信部绿色工厂称号，74家企业入选工信部智能制

造示范项目。

　　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热点

最新

弘扬

中共
体育

习近
会议

目前
季正
最新

张海
真谛

姜辉
和重

为全
素”

打造

当前位置：首页 学术成果 经济学部

2021-06-18 来源：《社科院专刊》2021年6月18日总第563期  作者：彭绍仲（工业经济研究所）

字号： [大] [中] [小] [关闭] [打印]分享到：

首页 概况 院领导 组织机构 要闻 科研动态 学术成果 国际交流 图书

http://cass.cssn.cn/index2019/newstop/202108/t20210804_5351695.shtml
http://cass.cssn.cn/index2019/newstop/202108/t20210809_5352477.shtml
http://cass.cssn.cn/index2019/newstop/202108/t20210806_5352220.shtml
http://cass.cssn.cn/index2019/newstop/202108/t20210806_5352219.shtml
http://cass.cssn.cn/zuixinwenzhang/202108/t20210811_5352847.shtml
http://cass.cssn.cn/zuixinwenzhang/202108/t20210811_5352830.shtml
http://cass.cssn.cn/zuixinwenzhang/202108/t20210811_5352846.shtml
http://cass.cssn.cn/zuixinwenzhang/202108/t20210811_5352808.shtml
http://cass.cssn.cn/
http://cass.cssn.cn/xueshuchengguo/
http://cass.cssn.cn/xueshuchengguo/jingjixuebu/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window.opener=null;window.open('','_self');window.close();
javascript:;
http://cass.cssn.cn/
http://cass.cssn.cn/gaikuang/
http://cass.cssn.cn/yuanlingdao/
http://cass.cssn.cn/zuzhijigou/
http://cass.cssn.cn/yaowen/
http://cass.cssn.cn/keyandongtai/
http://cass.cssn.cn/xueshuchengguo/
http://cass.cssn.cn/duiwaijiaoliu/
http://www.lib.cass.org.cn/
http://cass.cssn.cn/


　　由于轻工行业的企业规模普遍较小、资金有限、技术基础差，加之国家对轻工业的科技投入

少，长期以来我国轻工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不多，变频空调压缩机、LED关键部件芯

片、高档手表机芯等依赖进口，制浆造纸、乳制品、饮料、肉制品等行业的关键技术装备和核心技

术依赖发达国家。我国大多数轻工企业长期作为海外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主要从事产品的加

工制造，虽然也积累了一些生产技术和经验，但离核心技术环节较远，对核心技术的了解和掌握较

差，处于世界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弱，已经从多方面制约了我国轻工业高质量

发展。一是制约了轻工业产业升级进程。由于自主创新能力弱，核心技术缺乏，我国轻工业向世界

轻工业价值链高端攀升进展缓慢，甚至止步不前。二是加剧了轻工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由于自主

创新能力弱，一方面，轻工产品品种、品质、品牌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不能更好满足消费升

级需要，使得国内不少高端轻工产品必须依靠进口；另一方面，许多低端轻工产品市场竞争激烈，

生产能力明显过剩，产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以制鞋行业为例，由于其中减震系统、飞织技术

的缺乏，我国制鞋企业生产的运动鞋始终难以进入高端运动鞋市场，国内高端运动鞋市场始终被一

些国际品牌主宰，而国内众多制鞋企业只能在低端运动鞋市场的红海进行价格大战和各种自杀式的

优惠大血拼。三是制约了产业绿色低碳化发展进程。由于自主创新能力弱，我国轻工业能源、资源

消耗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产业绿色低端化和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弱。

　　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

　　作为重要的民生产业，轻工业“十四五”时期要实现从大变强的历史性跨越，亟须以提高产业

自主创新能力为切入点，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与产业化，攻克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强化轻工基础

能力，持续提升发展质量、供给质量和服务质量，增强产业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具体举措包括：

　　第一，建立自主创新的引导、风险分担机制。针对轻工企业创新动力不足问题，要采用综合或

专项性科技计划，建立自主创新的引导机制，引导、促进企业自主投入，并对自主投入进行利益补

偿，让其愿意创新并有利可图。可考虑设立行业专项技术计划，安排资金用于对企业自主创新与应

用开发项目的贴息；行业共性技术、关键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还可允许按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

取（资金），以弥补科技开发可能造成的损失。

　　针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不足问题，需要设立和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分担轻工企业的技术创新风

险），让企业敢于创新。可考虑在行业专项技术计划资金中适当安排子项资金，用于对企业自主创

新与应用开发项目的风险补贴。

　　针对企业创新能力弱的问题，需要健全、创新产学研合作机制，以降低轻工企业产学研合作成

本，让企业自愿推进开放创新。可考虑在行业专项技术计划资金中适当安排子项资金，用于对企业

开放创新项目的补贴。

　　第二，加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行业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针对我

国轻工业研究开发与应用中间环节薄弱、中试条件差、工程化水平低的突出问题，着力促进和加强

科技成果产业化中间环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建设工程化实验条件，

提高成果的成熟性、配套化、工程化水平。尤其要积极采取企业主导、院校协作、多元投资、成果

分享的新模式，加快建设一批基础性创新平台，加强产品联合开发，促进行业共性技术和产业基础

能力提升。

　　第三，加强高层次技术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具体包括：建立权责明确、评价科学、有利于科技

人才创业创新的评价、使用和激励机制；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完善知识产

权、技术等作为资本参股的措施，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项目和技术的青年创业创新，支持和鼓励

高层次人才创办科技型企业；构建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体系，依靠重大科技项目、重大产业项

目，为轻工企业培养和引进研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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