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21日（合肥—家电科技）

建设制造强国

推动家电行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主任
屈 贤 明



中美贸易战打了一年半，特朗普帮了我们一个大
忙，使全党全国人民统一了思想，就是要坚定不移
的把发展制造业作为经济工作的第一要务；把产业
基础再造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工作重中之
重；既要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基础作用，也要发挥
政府的引导作用。

2



目 录

一、中国制造的优势和劣势
二、夯实产业基础
三、加强共性技术研究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
美国制造业占GDP不到12%，但研发经费的70%

、科学家和工程师的60%在制造业，专利的90%来源
于制造业。

在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总
书记提出要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建设制
造强国，并作为2019年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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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认为中兴通讯事件，把中国制
造打回了原形，中国制造比发达国家落后了30年。

更多的人是认为，中国制造就是世界加工厂，是
低端占主导，对中美贸易战的结果表现的十分悲
观。

一、中国制造的优势和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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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于2018年11月24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
告。

中国制造究竟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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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014年各国制造业综合指数趋势图
综合指数越大，则该国制造业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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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德国、中国、韩国、印度制造强国综合指数值总体呈现增长态势。美国、德国
增长势头强劲，强国地位不断巩固；中国、韩国增长较快，与制造强国的差距不断缩
小，但绝对差距依旧明显。

2012-2017年九国制造强国综合指数总体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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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九国制造强国发展综合指数测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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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方阵 1 170.99

第二方阵
2 124.96

3 111.84

第三方阵

4 108.94

5 78.11

6 67.82

7 63.46

其他
8 43.80

9 32.96

2017年，九国制造强国综合指数值从高到低依次为美国、德国、日本、中国、韩国、法国、
英国、印度、巴西，美国稳居第一方阵，德国、日本第二方阵，中国位居第三方阵前列。



2012~2017年 中国与三个强国差距
2012年 2017年

与美国差距 68 62

与德国差距 22 16

与日本差距 32 3

与韩国差距 -26.17 -30.83

可见与德、日的差距有了明显缩小。



就《中国制造2025》重点要突破的十大领域17个细分领域
及6类传统制造的综合水平来看

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

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 差距巨大

通信装备 世界领先

操作系统与工业软件 差距巨大

高档数控机床

和机器人

高档数控机床 差距大

机器人 差距大

航空航天装备

飞机 差距大

航空发动机 差距巨大

航天装备 世界先进水平

海洋工程装备

及高技术船舶
差距大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世界领先



节能新能源汽车
节能汽车 差距大

新能源汽车 世界先进

电力装备
发电装备 世界先进

输变电装备 世界领先

农业装备 差距巨大

新材料 差距大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
械

生物医药 差距大

高性能医疗器械 差距大



6类传统产业与国外强国对比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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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产业

家电产业

世界领先

世界领先

钢铁产业

石化产业

建材产业

世界先进

世界先进

世界先进

食品产业 差距大



我国通信设备、轨道交通装备、输变电装备、纺织服装、家电五

大产业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航天装备、发电装备、新能源汽车、钢铁、

石化、建材六大产业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挑战：十大领域中大部分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

距。特别是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操作系统与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

农业装备产业与制造强国差距巨大。

总体而言部分重点产业达到世界领先/先进水平，大部
分产业差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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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工程院对我国制造业与国外做了对比，
其中一个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结果，6大
传统产业是我国制造业最具优势和竞争力的一个板
块。

这些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约80%，因此，建
设制造强国必须对传统制造业，特别是民生制造业
给予高度重视，通过智能、绿色改造，使之成为先
进制造业，在全球的优势地位更明显。



日本著名商业周刊《东洋经济》发表《中日50领域的企业实力彻底对
决》，结果如下：

日本占有优势的21项：半导体、机器人和工作机械、动画、视频、高铁、
医疗机器、医药品、钢铁、汽车、摩托车、建设机械、玻璃、碳纤维、纸、
纸尿布、成衣、数码相机、电子产品、手表、厕所用品、轮胎。

中国占有优势的28项：创业企业、产业创新、AI、显示屏、智能手机、
电池、自动驾驶技术、新能源汽车、网络平台、技术金融、原子能品牌、造
船、宇宙开发、无人机、电饭煲、电视、啤酒、送电、石油、太阳电池、
SNS、海运、空运、生命保险、银行、洗衣机、卡车、化学。

一平：空调。

这一对比结果也印证了，中日各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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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逐渐走出世界工厂的格局，在科技创
新领域赶超世界先进国家。英国BBC盘点了中
国领先世界的6大技术：

5G、超级计算机（太湖之光、天河三号）、
人工智能、500米射电望远镜、“墨子号”量子
科学卫星、月球背面登月。



归纳起来，我国制造业具有以下优势

中国制造世界规模第一

制造体系完整

国内市场巨大

14亿能吃苦、敢拼搏、有智慧的人民

这是世界任何制造强国都不具备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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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我国制造业工业
增加值占全球19.8%，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成为世界制造工厂。2017年占全球28.57%，美国
为17.89%，日本8.16%，德国6.05%。2018年约
是美、日、德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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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应看到存在四大不足：
 基础产业薄弱，核心零部件/元器件受制于人；

 创新体系存在严重缺失，共性技术研究亟待加强；

 质量效益差距大，高质量发展是当务之急；

 重复研发、重复建设严重，制度优势没有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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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制造业应有信心。但是应充分考
虑到国内外形势的不确定性，要做如过苦日
子的充分准备，抗过去就前途光明，抗不过
去就可能没有未来。



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做好顶层设计，

明确工程重点，分类组织实施，增强自主能力。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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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夯实产业基础



产业基础是指我国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过程中，围

绕工业化和信息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基础要素，是工业

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基础设施。包括基础零部件/元器

件、基础材料、基础制造工艺和装备及检测设备、基础

技术、研发和技术创新体系、工业文化、教育和人才、

基础环境、基本政策等。

23



根据中国工程院对26类制造业主要产业存在短板

的分析，在当前及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产业基础的薄

弱环节可聚焦于：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包括高端芯

片和传感器）、基础材料、基础制造工艺和装备、基

础检测检验设备和平台、基础工业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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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发挥后发优势，走了一条逆向发展

之路：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人民生活需要的最终产品—主

机及成套设备入手，采取测绘仿制或引进技术、购买生产许可

证等方式，采用集成创新模式，先解决整机有无的问题，而产

业基础，特别是基础产品的解决比主机还难（如高铁在我国已

运行了11年，但高铁轴承仍依赖进口），这时如果自主解决会

时间比较长，赶不上主机发展的需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多

采用国外采购解决，形成了对基础产品的进口依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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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随着制造强国战

略的持续深入推进，后发优势有向后发劣势转变的趋

势，制造业存在的“卡脖子”问题越来越突出，工业

基础薄弱的问题已经成为建设制造强国，乃至国防建

设和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和

国防建设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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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美经贸摩擦的升级，中兴事件和华为事件

的爆发警示我们，当前我国存在一些“致命”短板技

术和产品，单独依靠市场经济已经无法解决美国的封

锁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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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基础薄弱问题是我国加快制造强国建设的核心问题，

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不可能绕过的重大问题。

在这一个历史机遇期，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再造产业基础，

对于中国实现制造强国、摆脱发达国家制约和封锁具有决定

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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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工业基础再造应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发挥

政府的引导作用，双管齐下，从三个层次进行布局、分类施策。

第一类，发挥政府和制度优势，采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突破一批

“卡脖子”短板项目，解决大约10%的工业基础问题。

第二类，强化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优势，加大力度持续推进工业强基工

程，形成长效政策机制，解决大约20%的工业基础问题；

第三类，坚持发挥市场机制的优势，以培养一大批专精特的“世界隐形

冠军”企业为抓手，解决大约70%的工业基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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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机制 解决问题比例

政府主导 10%

政府与市场结合 20%

市场机制、企业主
体

70%

突破
工程

工业强基
工程

隐形冠军培育工程

三大工程



集中力量实施“突破工程”

必须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和体制优势，重

点实现“从无到有”，围绕20--30项左右的“卡脖子”短

板，中央地方联动，国企民企协同，力争在3-5年的时间内实

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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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推进“工业强基” 工程
工业强基工程从2013年起，布局“四基”开展重点突破，即核心基础

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通过多年

的有效探索，在取得了部分产品和技术突破的同时，进行多项组织模式和

资金使用方式的创新，较好地适应了当前阶段产业基础能力提升的需求。

要保持工业强基工程政策的连续性，一张蓝图绘到底，强化政府和市

场相结合的优势，“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点线面结合”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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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隐形冠军培育工程”

近几年，在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出现了一批在细分领

域国际市场占有率处于前三、产品性能和技术水平处于世界

先进的专精特世界冠军企业，因其产品是零部件、材料和软

件，是装在主机里看不到的，因此又称为“世界隐形冠军”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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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精特世界隐形冠军企业
案例一：以高质量产品赢得用户信任，准确切

入市场模式
江苏恒立油缸公司确立了从低端做起，“以非

主流产品切入市场，以高质量赢得用户信赖，逐步
向高端主流产品拓展”的发展战略。现已成为工程
机械用高压泵、多路阀、马达、油缸的第一供应商
。



案例二：引进国外团队，高起点发展模式
飞机发动机叶片是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采

用高温合金定向凝固精密铸造，作为高度商业机密，
掌握在少数公司手里。江苏永瀚作为一家民营企业，
花费2.2亿人民币，按全产业链对16个关键环节，吸
收16位欧洲知名专家，迅速掌握了核心技术，不仅满
足了国内急需，还成为国外著名公司的供应商。



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着力引导各个地区

挖掘培育一批隐形冠军企业。对于认定的“世界隐形冠军”

企业，要给与一定的政策支持。到2020年，力争在全国培养

出300家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能够支撑和满足我国重大装备

和重大工程急需。到2025年，力争在全国培养出800～1000

家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能够基本上解决我国工业基础薄弱

的难点和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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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施这“三大工程”，经过约10年的

努力，我国基础薄弱的问题有望得到基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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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共性技术平台，解决跨行业、跨领

域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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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共性技术研究



举一个家电原始创新的案例

1994年世界第一台全自动豆浆机在济南诞生，
创始人王旭宁年仅25岁。问世至今已24年，年销
售收入超过70亿元，利润率高，这得益于对知识
产权的保护，一个小豆浆机，已获得2000多项专
利，谁仿造就不惜血本打官司。





豆浆制作方式变化
太空厨房

磨盘 豆浆机 智能豆浆机

50万台上网

豆浆机生产过程已推行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为保护知识产权，专门设立了职能
部门，由30名优秀设计人员组成，都具
有专利代理资质，其中7人还具有律师
资格，每年要投入经费超过千万元。



以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美国、德国、日本、韩国都设立
或正在建设从事制造业共性技术的研究机构，以解决科学研究
和产业化之间的“死亡之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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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我国来说，处于
基础研究与产品开发之间的产业共性技术研究的
缺失，是我国创新体系中一个突出问题。未来10
年正是我国制造业由跟随模仿模式为主向自主创
新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对产业共性技术的需求
越来越迫切。必须解决制造业创新体系中存在的
“死亡之谷”。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使我们看到了解决

这个问题的美好前景。

可以设想有三条途径：

途径一、对现已建成的13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与相关

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实验室、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技术中心进行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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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二、对已改制的原产业部门国家研究院
所中有能力从事共性技术研究、为行业服务的力
量，国家给与持续支持。

途径三、组建国家工业基础研究院，作为事
业单位，专注于产业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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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国家将持续支持
专业从事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组织。

产业基础再造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
人才的培养，特别是技能人才的培养，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已决定拿出1000亿
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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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电器是我国在国际上具有明显优
势的产业，因此，只有加强基础研究和
共性技术研究，才能保持国际领先地位
，一大批原创、独创的技术和产品不断
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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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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