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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制造业是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较强竞争力的
产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的必然产物。而中国的高端制造
行业，经过40年的发展，还仅仅是学到了皮毛。研究认为，目前
中国高端制造业存在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许多原材料尚依赖进
口；产业集群不完善等问题。通过参考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
高端制造业发展路径，能够为我国高端制造业发展提供新启示。

1  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与存在问题
1.1 产业集群建设不完善，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当前我国

高端制造业行业中孤岛效应明显，企业间竞争多于合作。原因主
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目前我国大部分高端制造业企业缺乏创新和
合作意识，企业间合作交流少，彼此之间的经验和资源得不到整
合和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当前已经建立的产业集群也存在不少
问题。不少高端制造业产业集群缺乏公共的技术创新平台，能为
企业提供的信息平台也十分有限，许多企业即使身在产业集群
中，但是得到的帮助却非常有限。

1.2技术创新水平有待提高。当前我国制造业中的一些重要
企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者国外的先进技术。以中兴为例，作
为我国通讯行业第二大公司，中兴在2016年到2018年间两次被
美国制裁。而中兴在这场较量中之所以如此被动，是因为我国始
终没有掌握芯片制造的核心技术，设备上游供应链主要来自美
国。虽然目前中兴已成功被美国解禁，业务也已经得到恢复，但
是公司的声誉在国内和国际都受到很大影响，这次制裁也暴露出
其核心竞争力的欠缺。

1.3对外出口发展放缓，近十年我国大力推动高端制造业发
展，高技术产业新产品出口销售额始终保持上升态势，2013年后
增速有所提升。但2018年后，出口销售收入出现下降。主要原因
是我国高端制造业企业开拓新市场的能力比较弱。不仅如此，与
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出口的最终产品占比较低，出
口主要以中间产品为主，竞争力和利润率都要小于发达国家。

2  全球高端制造业的发展特点和趋势
2.1 日本工业集群——以九州岛创新集群为例。集成电路

（IC）是一种基于半导体的小型电子器件，由制造的晶体管，电
阻器和电容器组成。集成电路是大多数电子设备和设备的基石。
1989年，日本集成电路（IC）行业一度超越美国，占据了全球
市场的50%。2001年，九州岛实施全新计划——半导体创新集群，
将过去30年内的半导体产业集聚后创新升级，该创新产业集群
政府大力支持，专门设有核心职能机构在集群中占主导地位；九
州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承担着人才培养与科研的作用；九州五百
余家半导体龙头企业及其相关企业将科研创新进行商业化、产业
化转变，这些要素共同作用下，九州集成电路生产额已达到全国
的27.5%，东芝、索尼和瑞萨均在全球半导体行业位居前十。

2.2 大量政策、法律促进技术创新。2012 年 2 月，美国
正式颁布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此计划反映了美国
政府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努力和决心，为协调公共与私人合作发
展高端制造业基础设施，提高科技创新结果的市场渗透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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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变的效率。为刺激国内制造业发展，奥巴马推出新的政策
支持：减免税收，研发支出资金支持，高精尖领域工人职能培训。
自政策实施两年半内，制造业为美国提供了50万个就业岗位使
得就业人数增加了42.6万人;当年数据显示，美国生产实际增加
值增长3.5%，出口额达到12.7千万美元，美国到达了历史的巅
峰，创下最高纪录。

3  未来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路线
3.1 建立科技园区和产业集群。中关村作为中国第一个国

家级高新科技园区，不仅在电子信息领域大有可观，在高端制造
业、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高精尖领域同样举足轻重。中关村——
未来的中国“硅谷”正接受全国乃至世界的考验与挑战，正努力
成为全球极具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园区。中关村虽在人才资本方面
占有优势，但与产业集群的联系并不充足，导致目前在科技创新
水平、产出效率等方面仍与其他国家高新科技园区存在较大差
距。因此，高端制造业需加强“产学研”三要素的紧密联系，从
根本上输出有竞争力的创新高端产品。

3.2大力促进技术创新。由于我国高端制造业整体发展水平
比较低，未来高端技术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都非常大，企业一
定要把握时机。以通讯行业为例，我国即将迈入5G建设的关键时
期，中兴通讯必须要抓住这一机会，增强自身技术实力。通过强
化核心技术创新，持续加大在5G新技术研究方面的投入。对于未
来的发展，中兴通讯需要持续实施战略聚焦，加大5G、芯片等关
键技术研发，聚焦核心市场，不断提升主航道产品竞争力。同时
也可以适当加大与业界第三方合作的力度，促进产业链良性发展。

3.3加大对高端制造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培养相关人才。
在西方国家高端制造业崛起后，我国先后有不少人才赴海外学习
先进的技术，但这些科技人才学成后回国发展的只是少数，有相
当一部分人选择直接留在发达国家发展，或者回国发展几年后因
为得不到发展的空间，选择再次回到发到国家，导致人才为我们
的竞争对手服务。当前我国高端制造业技术发展动力不足的重要
原因是缺乏相应的人才，要解决这一难题，除了要大力培养专业
人才之外，还要通过政策保证技术人才创业和高薪的机会，率先
使技术人员实现财务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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