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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 ”制造业三大关键词 透视区域经济发展逻辑 

近期，上海、广东、重庆、天津、浙江等地“十四五”制造业规划密集出台。地方版制造业

发展规划结合各地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发展目标。各地制造业不断被提及背后，体现了区

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深层逻辑。 

逻辑一：稳比重——防止过早去工业化 

多地“十四五”制造业规划明确保持或提升制造业产业增加值占比。其中，上海市提出，到

2025年，保持与上海城市功能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制造业比重，上海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应稳

定在25%左右。浙江省提出，到2025年，全省制造业比重保持基本稳定，预期由2020年的32.7%提

高至33.3%左右。广东省提出，到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在30%以上„„量化的规模

和比重要求体现了各地稳住制造业比重的决心，其背后是我国经济过早去工业化的隐忧。 

我国作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规模优势和产业

链协同优势明显。然而，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下降，西方国家制造业回流比

重持续上升为当前经济发展敲响警钟。 

有资料显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从2016年的32.45%持续下跌至2020年的26.18%。

另一个较为直观的指标显示，“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0年的

46.5%一路下跌至2020年的37.8%。尽管伴随着产业升级和融合程度的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边

界相互延申和交融，从统计层面来讲存在一定的模糊。但与发达国家去工业化进程相比，中国的

去工业化存在过早过快的特征。过早过快地去工业化将带来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就业困难、经济

结构脱实向虚、产业升级缺乏支撑、经济抗风险能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 

从地方发展层面看，制造业比重持续降低将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区域产业升级的

最大掣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杨虎涛认为，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

一代数字技术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日益数字化、服务化，但却比互联网时代更加依赖于制造业基

础，随着数字技术进入人工智能、云计算和云存储时代，对专用芯片、数据中心和数据传输设备

的需求会进一步上升。以杭州为例，尽管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但依然存在实体经济与虚拟

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问题。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主要集中在生活服务领域，对智能制造业的

牵引作用发挥不充分。杭州市第二产业占比已经从2010年的47.8%下降至29.9%，浙江省委常委、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曾说，制造业已经成为杭州经济发展中的最大短板。为此，杭州市全面实施

“新制造业计划”。与传统制造业发展规划不同，“新制造业”最大的亮点体现在数字经济与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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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双引擎”发展，即迎合新一代数字技术发展需求，稳步提升制造业基础，促进区域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 

逻辑二：重投资——打造高质量发展引擎 

当前，制造业投资提升成为拉动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2021年上半年，在基建投资增速趋

稳、地产投资有所走弱的情况下，制造业投资上升成为支撑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力量。进入二季

度，制造业投资内部结构性分化趋势继续增强，电子信息、医药、航空等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成为

支撑制造业投资复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从全国范围来看，进入2021年二季度，高技

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快速抬升，2021年6月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高于制造业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速9.3个百分点。 

图表 1：我国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增速快速提升 

 

来源：wind 

地方层面，2021年上半年披露的经济半年报显示，多地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录得两位数正增

长。例如，湖北省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7%，有力地支撑了区域经济复苏进程，

成为疫后区域经济发展格局重塑的重要基础。粤开证券发布的研报认为，中部地区前期布局的电

子信息、医药等高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兼之当地冶金基础较好，使得克服了湖北疫情“封省”2个

月的影响，中部地区制造业投资份额逆势提升。因此，区域经济层面，各地结合自身制造业基础

和发展条件，将优化制造业投资结构、大力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实现高质量

发展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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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上海提出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为引领，构建“3+6”新型产

业体系，三大先导产业力争在2019年“上海方案”的基础上实现规模倍增。“十四五”期间，广

东计划安排约500亿元用于支持先进制造业项目的落地。此外，还将为战略性产业提供超过2.5万

亿融资额度。重庆则以“内循环”为主要突破口，扩大制造业区域合作，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

承接东部地区和境外产业链整体转移、关联产业协同转移，打造守信专业高效务实的投资目的地

形象。明确产业导向、加强政策配套、承接产业转移„„一系列组合拳背后体现了各地对于制造

业投资的重视程度。 

逻辑三：强协同——推进 “补链固链强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

群。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培育离不开区域内优势资源的互补和协同能力的提升。增强区域协

同发展能力，才能推进区域内产业链 “补链固链强链，促进产业链迈向高端”。上海张江生物医

药产业集群、深圳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西安航空航天产业集群等，既是现代产业集群的代表，更

是产业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缩影。 

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征程上，既要加强核心城市带动作用，又要明确各自主攻方

向，才能更好地发挥各个区域基础优势和产业优势。这一点在多地的“十四五”制造业规划均有

体现，即更多地从产业集群和产业链条发展的角度去规划产业资源，明确各自产业链条定位和技

术主攻方向，协调核心城市与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关系。 

加强核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形成合理的都市圈产业分布体系。例如，上海制造业“十四五”

规划在汽车产业集群培育方面提出，建设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上海城市群，突破多类型整车产

品，电堆、膜电极、双极板等关键零部件实现批量产业化，产业链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国际领先，

推动长三角地区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创新发展。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集群发展过程

中主动明确了自身创新引领和示范应用的产业地位，有利于带动周边城市制造业布局，增进产业

协同。 

明确区域内核心城市主攻方向，实现错位协同发展。广东省制造业 “十四五”规划一大亮点

在于文件首次对全省21个城市培育发展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的区域布局重要程度进行了星级标

注。按照核心城市、重点城市和一般城市的标准对全省城市进行对应产业集群的标注定位，有利

于引导产业资源聚集，促进各个城市错位发展。在核心技术突破方面，引导核心城市集中力量错

位攻关，防止一拥而上。比如，在芯片制造领域，引导广深错位发展：广州以硅基特色工艺晶圆

代工线为核心，布局建设12英寸集成电路制造生产线；深圳定位28纳米及以下先进制造工艺和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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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功率、传感器、显示驱动等高端特色工艺，推动现有芯片制造生产线产能和技术水平提升。

这一举措也为更多拥有“双核”或“多核”城市的区域制定规划和发展路径提供了有益探索。 

 

图表 2：广东十大战略性产业星级标注区域布局 

 

来源：《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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