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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产业链现代化 要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

　　打好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是中央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和我国产业发展内在要求提出的

战略任务。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根本，打好产业基础

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健全体制机

制，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这些都为我们聚焦产业链现代化这一关键问题精准发力、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指明了方向

和路径。

　　所谓产业链现代化，是指在一个国家内部由产品和服务生产各环节所构成的链条能够

充分利用当代先进科技成果、生产组织模式和经营管理方法，整体发展水平处于世界领先

行列。具体来说，产业链现代化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要求：在国际分工方面，要求融入全球

生产网络，在发挥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的同时充分利用、整合全球自然资源、资金、技

术、人才、各种中间投入品等生产要素；在产业组织方面，要求产业门类较为齐全、产业

配套相对完善，大中小企业分工合理、相互合作、融通发展，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在创

新能力方面，要求产品研发设计、工程化产业化能力强，产业链整体技术水平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引领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在掌控能力方面，要求在高科技产品领域具有较

强的国际竞争力，处于全球价值链主导地位，产业发展自主性强，具有抵抗外部冲击的韧

性；在经济效益方面，要求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产业的增加值率和利润率高；在可持

续性方面，强调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实现包容性发展。

　　从这些特点和要求可以看到，产业链现代化是基于全球竞争对本国产业链提出的发展

要求。因此，打好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要处理好产业链的全球化与自主性之间的关系，

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既要顺应全球化趋势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也要保障产业

发展自主可控，从而为加快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建设制造强国打下坚实

基础。

　　产业链现代化要求融入全球生产网络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信息技术和运输技术进步带来通信和物流成本大幅度降低、

产品的模块化程度显著提高以及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推动下，全球分工格局从各国间生产

不同最终产品的水平分工进入产业内和产品内垂直分工的新阶段。世界各国具有不同的生

产要素禀赋和产业能力，在特定产品的生产上具有优势。由于最终产品生产过程的各环

节、各种中间投入品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和产业能力不同，跨国公司为了降低生产成

本、优化产品性能、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会通过进出口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

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把价值链不同环节和不同中间投入品的生产布局在最合适的区

位。由于各国间生产要素禀赋和产业能力不同，因此一个国家只在某些产品、环节的生产

上具有优势，而且限于资金、人力资本的约束，也无法全面弥补在其他产品、环节上与世

界最优水平的差距，因此不能做到所有产业、全产业链通吃，只能“有所为、有所不

为”，将资源聚焦于具有优势的产品生产上，对于不具优势的中间投入品则进行全球采

购，以此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形成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最终产品。

　　经过数十年的深度全球化，世界各国经济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融

合、高度依赖的关系，产业链也深度交织在一起。从任何一种最终产品向前追溯，其生产

过程几乎必定会有处于其他国家的生产环节或来自其他国家的中间产品。大多数产品和服

务的生产与交付过程已经无法完全在单独的国家完成。不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一个国家不

仅很难使本国产品生产具有全球竞争力，甚至会无法维持产业链的正常运转。因此，产业

链的全球化是无法回避的，现代化的产业链一定是开放的、全球化的产业链。

　　产业链现代化要求产业发展自主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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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产业链的开放性、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弱化一个国家内部产业链的重要性。产业链

的相对完整性、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力对于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

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首先，一国内部的产业链条决定了国际分工利益的分配。在全球化生产网络中，不同

国家所处的分工地位、获得的福利分配差异巨大。那些具备知识、技术、高素质人才等高

级生产要素的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由于技术和产品的垄断性，坐享高额利润；那

些只依靠自然资源、人口等初级生产要素的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由于产品的可替

代性强，市场竞争激烈，巨大的资源消耗和人工投入只能获得微薄的回报，而且由于本国

产品的可替代性强，当资源、人口优势丧失或出现更低成本的竞争者时，经济发展就会受

到很大制约。因此，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要改善国民生活、提升经济竞争

力，必须改变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而这又依赖于提高本国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

　　第二，国内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产业链自主可控。这是由现代产业具有的规模

经济、创新经济、速度经济的特征所决定的。一是产业链的自主性影响规模经济效应的发

挥。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由成千上万条相互交织在一起、彼此构成投入—产出关系的产业

链条所构成，一条规模较大的产业链的缺失不仅意味着产业门类的残缺，更重要的是会对

上下游以及相关产业产生严重影响。二是产业链的自主性影响创新经济效应的发挥。产业

链某些重要环节的缺失会破坏整个产业赖以存在的“产业公地”，削弱产业的创新能力。

研发设计环节与制造环节需要频繁的人员交流与信息交换，尽管信息技术给人员之间的远

程在线联系提供了极大便利，但面对面的交流仍然十分重要，如新产品产业化过程中的许

多问题需要开发人员在现场与生产线工程师一起发现和解决。制造环节的缺失会对研发设

计环节造成损害，从而影响整个产业的活力与竞争力。三是产业链的自主性影响速度经济

效应的发挥。当前的市场需求呈现快速变化、个性化和服务化程度提高的趋势，只有毗邻

市场的产业链才能够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即时做出响应，根据用户需求进行个性化设

计、定制并及时交付，在了解用户特点基础上提供有针对性的增值服务。

　　第三，应对“逆全球化”和“卡脖子”风险需要产业链具备自主性。近年来，面对发

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产业升级，发达国家在国内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的同时，也加

强了对国内产业的保护，通过加征关税等贸易保护手段，甚至不惜以对高技术产品和服务

“断供”来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逆全球化”的暗潮涌动正在动摇世界各国对全球分工

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通过分散采购来源、加强国内供给能力的办法加以应

对。我国在先进材料、核心零部件、重大装备、精密科学仪器、工业软件等诸多领域与世

界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对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必须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增强

产业链的自主性，才能降低高技术领域被“卡脖子”和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保证产业平稳

健康发展。

　　产业链全球化与自主性要“两手抓”

　　虽然近年来世界上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动向，但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历史大势。

我国是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参与国际分

工与协作，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未来我国经济要实现高

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进行，要在开放合作中形成创新能力更强、附加价

值更高的产业链。但同时我们也要深刻地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必

须重视国内产业链的相对完整性和自主性。产业链的自主性主要体现在一些具有战略性和

容易被“卡脖子”的关键领域和环节，具体包括：复杂产品的整体架构设计环节，如重大

装备的设计和总装、系统软件的开发；关键性的高技术中间产品，如特种功能材料、核心

零部件；前沿技术驱动的新产品新服务，如人工智能技术；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产业

链环节以及应急物资生产等。对于其他一般性的产业链环节和产品生产，则可以更多地依

赖于国际市场进行采购，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国际投资。还要认识到，产业链

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最终产品生产所需要的中间产品全部由国内采购，而是要在国内形成

一批能够生产该产品且在技术、性能、价格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国产产品能够占有

一定市场份额，一旦发生断供等冲击时能够通过扩大产能弥补供给缺口，使我国产业链具

有强大韧性。

　　实现产业链的自主性，关键要增强创新能力，既包括通过创新增强在核心基础零部件

（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以及工业软件等方面的产业基

础能力，补齐产业链短板；也包括利用机器人、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改造

传统产业，提高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更重要的是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提

前布局，加快推进核心技术的成熟和产业转化，抢占新兴产业的制高点。在这个过程中，

要培育壮大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包括引领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的旗舰企业，面向

消费领域、引领全球价值链的品牌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领先的大型平台企业等，使之协

调发力，共同打好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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