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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型数字化
全产业链——聚焦两会，高端制造
业政策解读 
及 2024年信用风险展望

 

 

 

2023 年政府工作任务中，“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位于第二位，在当前科技
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的环境下，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工作任务中，将“大力推进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至首位，并围绕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
链一体部署实施，将“科教兴国战略”列为第二项重要任务。未来，通过集成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社会创新资源，关键技术与产业创新的逐步推进，深度推进，有望为高
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联合资信 工商评级一部|王阳|宁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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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科技创新作为产业发展支撑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国务院总理李强作《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报告》中延续并强化了 2023 年将科技创新作为产业转型的基调。

2023年政府工作任务中，“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位于第二位，重点在于强化科

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支撑，补链强链，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推进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目前，从我国的科技产业发展来看，一些核心关键技术仍然存在“卡脖子”情况，

如半导体产业的核心原材料和关键设备技术、航空核心零部件、人工智能算力基础建

设的高端硬件配套等问题亟待解决。在高精尖领域需要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社会创新资源与应用，共同进行“卡脖子”技术突破与研究，攻关核心技术，实现高

精尖科技的自给自足与自立自强。 

近年来，相关部门接连推出高端制造业推动政策，从 2023年工作成果看，科技

创新实现新的突破，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有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丰硕，航

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第四代核电机组等高端装备研制取得长足进展，人工智能、量

子技术等前沿领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各部门围绕产业转型升级等出台各种政策。技

术合同成交额增长 28.6%。 

表 1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行业相关政策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21年 12月 《“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推进智能制造，要立足制造本质，紧扣智能特征，以工艺、装备为核

心，以数据为基础，依托制造单元、车间、工厂、供应链等载体，构

建虚实融合、知识驱动、动态优化、安全高效、绿色低碳的智能制造

系统，推动制造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智能化变革 

2022年 1月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

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 

重点行业绿色升级工程。以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化工等行业

为重点，推进节能改造和污染物深度治理 

2022年 2月 
《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

策》 
着力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和提质升级 

2022年 8月 《关于新时代推进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 

引导装备制造业加快提质升级，推动产品供给向“产品+服务”转型，

在轨道交通、电力、船舶及海洋工程、工程机械、医疗器械、特种设

备等装备领域，培育一批科研开发与技术创新能力强、质量管理优秀

的系统集成方案领军品牌和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标杆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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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1月 
《关于巩固回升向好趋势加力振作工业

经济的通知》 

实施重大技术装备创新发展工程，做优做强信息通信设备、先进轨道

交通设备、工程机械、电力装备、船舶等优势产业，促进数控机床、

通用航空及新能源飞行器、海洋工程装备、高端医疗器械、邮轮游艇

装备等产业创新发展 

2022年 12月 《“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 
推动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先进电力装备、工程

机械、高端数控机床、医药及医疗设备等产业创新发展 

2023年 8月 
《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和应用实施

意见》 

围绕制造业典型产品的关键技术、物料清单、重点生产企业等技术供

给线，以及研发设计工具、生产制造装备、标准、质量、管理服务、

关键软件等技术支撑线，构建系统化、标准化的技术体系，支撑产业

基础能力建设，打造体系化竞争新优势，实现高水平产业科技自立自

强，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 

2023年 8月 
《机械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3－

2024年）》 

2023－2024年，机械行业运行保持平稳向好态势，重点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持续提升，产业发展质量效益不断增强。力争营业

收入平均增速达到 3%以上，到 2024年达到 8.1万亿元；重点行业呈

现规模稳中有升，新增长点不断涌现，企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供给

能力显著提升；产业集群建设不断推进，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中小

企业特色集群和 10个左右千亿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联合资信整理 

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中国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呈快速增

长趋势。2023年，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03036亿元，比上年增长 3.0%。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10085亿元，比上年下降 0.1%；第二产业投资 162136亿元，

增长 9.0%；第三产业投资 330815 亿元，增长 0.4%。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5.9%，社会领域投资增长 0.5%，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0.4%。2023年，民间固定资

产投资 253544亿元，其中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长 9.4%，基础设施民间投资增长 14.2%。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10.3%，快于全部投资 7.3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高

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9.9%和 11.4%。高技术制造业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

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18.4%、14.5%

和 11.1%；高技术服务业中，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电子商务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31.8%

和 29.2%。 

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 

当前，国内产业链在不断完善、补强的同时，新一轮产业核心技术突破和变革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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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待发。《报告》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 2024

年政府工作任务的首位。新质生产力重点在于扩大目前优势产业的领先优势、技术的

创新型配置以及重点产业的高端化转型升级，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补强工业产

业链的基础上，强化关键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以及对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具体来看，一是推动现有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在制造业的重点产业链实现高

质量发展，着力补齐短板、拉长长板、锻造新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

在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的同时，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

区，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并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加

强标准引领和质量支撑，打造更多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制造”品牌。二是积极培育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巩固扩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领先优势，加快前沿新兴

氢能、新材料、创新药等产业发展，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

长引擎；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开辟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新赛道，创建一批未来

产业先导区。三是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于产

业，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同时推进服务业的数字

化，将数字经济与产业、服务业深度融合。 

围绕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一体部署实施，《报告》中将“科教兴国战略”

列为第二项重要任务，并提出加强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加快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全方位培养用好人才的几项重要方面。《报告》指出，将强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部署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并强化企业科

技创新的主体地位，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与产学研用结合，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开放创新生态。 

总体看，《报告》相关内容体现中央政府对制造业尤其是重点、新兴领域的高质

量发展及人工智能的推广应用给予了很高的重视。我们认为，未来国家在高科技领域

的扶植力度会进一步增强，尤其是在可以将传统和新质生产力实现统一的行业，通过

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效益，促发行业活力，新能源、新材料、创新药、

生物制造、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型产业会面临更好的政策环境。预计 2024 年，随着

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连续性政策的深度推进，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将迎来良好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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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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