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经济与区域经济·
西部论坛

ＷｅｓｔＦｏｒｕｍ
第２１卷第３期　２０１１年５月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３　Ｍａｙ２０１１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８１３１．２０１１．０３．０１０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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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和发展以及制造业面临的国际国内背景，决定了中国必须进行制造业
的升级，构筑起现代制造业体系。中国现代制造业体系的依托基础是主体功能区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

企业，重点突破行业是技术先进、生产效率高、带动力强、具有强劲发展势头和发展潜力的战略性行业，运行

推力是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和不断增强的高素质科技创新队伍，终极目标是造就一批国际顶尖级的制造企

业和制造品牌。构造中国现代制造业体系要实行品牌战略，进行核心技术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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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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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制造业面临新背景：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选择与发展

１．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背景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决定》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

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

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

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推进中国现代

化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决定》提出：要用２０
年的时间，加快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

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

汽车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到２０１５年，中国战略性
新兴产业要形成健康发展、协调推进的基本格局，

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显著增强，其增加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８％左右。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出是中国政府针对中国

产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格

局做出的重要抉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

放３０多年里，以轻型制造业为主的行业迅猛发展，
各种类别的制造行业逐步建设齐全，制造业在整个

工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支撑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行业结
构得到全面改善和提升，高新技术制造业的资产、

产量和对外贸易量比重显著上升，制造业整体实力

得到了增强，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大国。

然而，当今世界是一个动荡不定和变革的世界，充

满发展际遇，也充满挑战和竞争。现阶段，中国产

业发展面临新的国际环境：国际产业呈现大转移，

全球产业价值链表现出新动向（李金华，２０１０）。一
些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和经济实力，以国外直接

投资（ＦＤＩ）的形式将低端制造业、劳动密集制造业
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又借口环境保护、质量标

准，以“绿色壁垒”等形式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发

展设置种种障碍。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

渐加深，世界范围内各国的工业化进程又面临新的

问题：人类必须与自然和谐发展，工业化进程必须

与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相适应，工业必须与现代农

业和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发展既要有速度，又要

有效益，这从一个侧面给作为工业主体的制造业发

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也给中国的产业发展带来巨大

压力。因此，重点培育和发展代表科技创新方向和

产业发展方向，体现新兴科技和产业的深度融合，

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强关联带动作用，推动社会

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势在必行。基于这种认识，《决定》明确了战略性新

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

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

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

综合效益好的产业。

具体而言，七大战略性产业中要重点培育发展

的环保节能产品产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２０１０），主要指高效节能技术装备、环保技术装备及
产品以及重点领域的关键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主要指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核心

设备和智能终端产品以及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

高端软件、高端服务器，物联网、云计算研发和示范

应用等；生物产业，主要指用于重大疾病防治的生

物技术药物、新型疫苗和诊断试剂、化学药物、现代

中药等创新药物品种，先进医疗设备、医用材料，生

物育种产业，绿色农用生物产品，生物制造关键技

术，海洋生物技术及产品等；高端装备制造业，主要

指以干支线飞机和通用飞机为主的航空装备，卫星

及其应用，依托客运专线和城市轨道交通等的重点

工程建设，轨道交通装备，海洋工程装备，以数字

化、柔性化及系统集成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制造装备

等；新能源产业，主要指新一代核能技术和先进反

应堆，太阳能热利用技术，太阳能光伏光热技术，先

进风电技术装备，适应新能源发展的智能电网，生

物质能等；新材料产业，主要指稀土功能材料、高性

能膜材料、特种玻璃、半导体照明材料等新型功能

材料，高品质特殊钢、新型合金材料、工程塑料等先

进结构材料，纳米、超导、智能等共性基础材料等；

新能源汽车产业，主要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和电

子控制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纯电动汽车生产，燃料

电池汽车前沿技术，高能效、低排放节能汽车生

产等。

２．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制造业
由前述不难发现，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绝大

多数都属于制造业范畴。因此，培育和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本质上就是要培育和发展代表全球科技

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以及国家竞争力提升具有根本性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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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高端制造业。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阶段中国已建立了完备的

制造业体系。正如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７日在北京举行的
２０１０年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上专家提供的信息：
２００９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值中所占比例已
达１５．６％，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
国，许多行业或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的统计报告也显示：２００９年中国粗钢产量
已占世界４７％的份额，港口吞吐量占世界５０％以上，
水泥则占世界的６０％以上；其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
中的份额已达到１５．６％，仅次于美国（１９％）。

然而，中国仅仅是一个制造大国，还不是制造

强国，相当数量的企业尚处于产业链中低附加值的

底部，且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中国

制造业的生产规模大、产量高，但产品结构不优；行

业门类齐全，但高尖技术行业薄弱；发展速度较快，

但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偏低；制造产品的出口量

大，但核心技术缺乏，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低。尤其

是与相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制造业发达的国家

相比，中国在一些重要行业的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

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世界制造强国研发

资金充足，科技人才实力强大，已超前拥有一批掌

握全球制造市场定价权的巨型跨国公司，拥有世界

顶级制造品牌，这是中国目前制造业暂时还难以望

其项背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已证明，要超然于

国际分工体系，游离于全球经济系统之外来发展中

国的制造业是不现实的，中国要想在国际分工体系

中处于全球产业链中的高端，就需要与世界制造强

国展开技术竞争，特别是核心技术竞争，需要与制

造强国争夺全球营销网络和定价权，就需要调整产

业结构，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突破口，实行制

造业的升级，构筑起现代制造业体系。

二、中国制造业发展目标选择：构建现代

制造业体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和制造业面临的国际

国内背景，决定了中国制造业必须实现升级，构筑

起现代制造业体系。现代制造业，就是利用现代高

技术和先进科学技术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和再加工，

对国民经济各行业的生产设备及零部件进行生产、

组装的行业总称，或者说是以现代高新技术武装起

来的制造业。

根据产业经济理论和当代世界制造发展现状

和发展趋势，我们认为，与传统制造业相比，现代制

造业应具备七大特征（李金华，２０１０）：一是制造技
术先进，生产效率高；二是科技知识密集，产品附加

值高，延伸的产业长，带动的行业多；三是生产结构

和产品结构优化，资源空间配置合理；四是拥有行

业中主要产品生产的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具有国

际顶尖级的制造品牌和制造企业，具备很强的国际

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五是生产工艺过程污染小、能

耗低，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体现循环经济理念；六

是管理模式和运营模式科学高效，拥有具备现代科

学技术和观念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七是

创新能力强，创新动力足，发展速度快，发展质量

高。这些特征表明，现代制造业是以当代先进的技

术为先导、以现代高科技知识为支撑的，它带动力

大、影响力强，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微观

层面上讲，一个企业可以成为一个现代制造企业；

在中观层面，一个行业则可以是现代制造行业；在

国家层面则需要建立一个国家的现代制造业体系。

依据现代制造业的定义和特征，我们认为，中

国现代制造业体系应有依托基础、突破行业、运行

推力、终极目标４个要素构成。依托基础，也就是现
代制造业体系赖以生存的根基，根据我国目前经济

发展策略，突破了行政区划界限的主体功能区和具

有国际竞争力潜质的大型企业或强势企业是现代

制造业体系的支撑或依托基础；突破行业，就是必

须重点发展、率先发展，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业，

这些行业应该是生产技术先进、生产效率高、带动

力强、具有强劲发展势头和发展潜力的若干重要的

战略性行业；运行推力，就是行业发展的推动力量，

主要指用于制造业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和具备

国际领先水平的科技人才；终极目标应是培育出一

批国际顶尖级的制造企业，创造出一批国际顶级制

造品牌，掌控国际重要制造行业的定价权，引领国

际制造业发展方向。据此，可将中国现代制造业的

结构图设计如图１。
对图１的诠释是：中国现代制造业体系的依托

基础是主体功能区、高新技术园区中具备国际竞争

力的制造企业。在主体功能区上形成的高新技术

园区以及园区内的具有国际性潜质的“旗舰”制造

企业，是现代制造业体系的核心元素，没有行业内

的领军制造企业，就不可能有国际顶尖级的制造品

牌，也就不可能引领国际制造发展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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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现代制造业体系结构图

　　现代制造业体系的框架内必须有一些支撑行
业。这些行业应该当属现代装备制造业，如电子信

息制造、机电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精密仪

器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以及国防军工制造等。这些

行业能改善一、三产业的生产技术条件，提高全社

会劳动生产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那些高技术难

度、高成套性，对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

的制造行业，则是现代制造业体系的骨架。现代产

业发展的实践已充分证明，没有处于国际领先的装

备制造行业，是不可能有现代制造体系的。同时，

现代制造业体系也必须囊括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

形势下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如节能环保行业、新

一代信息技术行业、生物行业、高端装备制造行业、

新材料行业以及新能源汽车行业等，这些新兴行业

需要在国际上占有领先地位，能主导国际制造业的

发展方向。

在培植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背景下构建

中国的现代制造业体系，要以选定的七大战略性新

兴行业为突破口，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加快技术

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在行业生产的关键技术或核心

技术与世界制造强国展开全方位的竞争。据中国

产业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ｙｘｘ．．ｃｏｍ）提供的数
据①：中国制造技术的对外依赖度达 ５０％，６０％以
上的生产技术装备需进口，制造发明专利只占世界

总量的 １．８％；目前，中国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ＣＡ）和贸易竞争指数（ＴＣ）较高的行业还主要集
中在服装、食品、烟草、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

品、纸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机器设备及其零件等

低端制造行业；中国在航空、船舶及运输设备、精密

数控机床、大型挖掘设备、高性能计算、通信技术与

设备、大型环保设备等方面的生产技术明显弱于世

界制造强国。同时，中国制造业还是以消耗传统能

源为主，煤炭在总能源消耗中所占比例一直在４５％
以上，且能源利用效率低下（林玉伦，２０１０）；２００８年
中国能源利用总效率为３６．８％，明显低于世界平均
水平的５０．３％，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４０．１％）、
巴西（６２％）等能源利用效率也高于中国。因此，在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进程中，要把掌握关

键生产技术作为突破口，通过技术优势占领国际制

造领域的制高点，否则无法构建起中国的现代制造

业体系。

三、中国制造业行动策略选择：实施品牌

战略

促进中国制造业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参与全球

范围的国际竞争，构建起中国现代制造业体系，重

要的策略是实施品牌战略。品牌战略就是要刻意

培植品牌诞生，用心维护品牌声誉，有效利用品牌

价值。品牌战略是一个行动过程，是一种战略行

为。品牌是一个被消费者高度认可的产品代表符

号，包括企业和产品的属性、价值、个性、利益、特质

　　①　显示性比较优势（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ｄｅｘ），是一个国家某种商品出口值占该国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出
口总额中该类商品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率；贸易竞争指数（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是一国某类商品外贸净出口额与外贸总额之比，
反映该种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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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由品牌名称、品牌标志和商标构成，是生产者对

消费者产品特征、质量、信誉等的保证和承诺。在

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品牌已被赋予更丰

富、更广泛的内涵，如思想情感、文化理念、道德诚

信等。

品牌的作用首先体现在标识商品上，代表着产

品质量和企业形象。著名品牌对消费者购买商品

有着显著的导向作用，在这个层面上，品牌有利于

产品参与市场竞争，提高其市场占有率。无论是国

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产品的竞争，也就是品牌的

竞争。品牌的竞争，是一种全方位的竞争，包括了

产品技术、服务、文化的竞争。因此，一个企业要在

行业内产于不败之地，必须打造出行业内的顶级品

牌。一个国家的行业要在国际市场独占鳌头，就必

须打造出国际行业内的顶级品牌。中国要成为世

界制造强国，特别是要重点培植和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就需要着眼于未来，实施品牌战略，培植新兴

产业的国际顶级制造品牌。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背景下实施品牌战略

有着重要的理论渊源和客观现实背景，国际竞争理

论便是其中之一。美国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ｏｒｔｅｒ）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国际竞争力
中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因素是生产要素和支撑行

业，一国如果要在国际竞争中取胜，主要依赖于其

在生产要素等诸方面均具有特定优势的行业；企业

需要不断创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创新最能增强企

业的竞争实力；科技进步，企业的管理和组织制度

是创新的物质基础（王勤，２００６）。因此，创新决定
了行业、技术的竞争力，而最终形成了品牌的竞争

力。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客观现实也为品牌战略的

实施提供了实践支撑。目前，中国还少有世界顶级

制造企业，一些有规模的制造企业主要集中于黑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电力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等，轨道交通设备及零部件制造业、乳制品加工业、

农林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制造业各只有 ２个企业
（见表１）。

另据２０１０年７月《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５００
强企业的最新排名，５４家中国企业榜上有名，但属
于战略性新兴行业的企业却少之又少。此次上榜

的企业中，中国石化、国家电网、中国石油３家央企
进入前１０名，三者分别位列第７、第８和第１０位；３
家汽车制造企业东风汽车公司、上海汽车集团、一

汽集团进入前３００名，分别位列第１８２位、第２２３位
和第２５８位；其他如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制药以及
通讯技术等行业几乎没有企业挤入世界５００强。

表１　２００９年中国制造业５００强分布简表

企业数／家 所占百分比／％

主要行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８８ １７．６

电力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３５ ７．０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３４ ６．８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业 ２９ ５．８

汽车及零配件制造业 ２４ ４．８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２３ ４．６

大区域

东北地区 ３２ ６．４

华北地区 １０７ ２１．４

华中地区 ２２３ ４４．６

华东地区 ７６ １５．２

西北地区 ４９ ９．８

西南地区 １３ ２．６

　　　　　　资料来源：财富网，２０１００７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ｙｘｘ．．ｃｏｍ，作者计算整理。

　　现在，国际上属于战略性、前沿性行业的企业
和品牌有：计算机行业的微软（美国）、ＩＢＭ（美国）、

ＩＮＴＥＬ（美国）、惠普（美国），汽车行业的通用电气
（美国）、福特（美国）、奔驰（德国）、ＴＯＫＹ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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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电信及电子行业的 ＳＯＮＹ（日本）、ＡＴ＆Ｔ（美
国）、ＮＯＫＩＡ（芬兰）、ＥＲＩＳＳＩＯＮ（瑞典），生物制药的
ＳＣＨＥＲＩＮＧ（先灵、德国）、Ｓｉｂｉｏｎｏ（赛百诺、德国）、
Ｂａｙｅｒ（拜耳、德国）、Ｐ＆Ｇ（宝洁、美国）、Ｗｙｅｔｈ（惠
氏、美国）、Ａｅｔｎａ（安泰、美国）、Ｒｏｃｈｅ（罗氏、瑞士）、
Ｎｏｖａｒｔｉｓ（诺华、瑞士）、Ｊｏｈｎｓｏｎ（强生、美国）、Ｌｉｌｌｙ
（礼来、美国）等。显然，这里没有中国的企业和品

牌。因此，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行业的过程

中，最为关键的是遴选和培育实力雄厚、具有国际

竞争力潜质的企业。

没有国际顶级制造企业，也就不可能有国际顶

级制造品牌，没有顶级制造品牌，就不可能有现代

制造业体系。中国要构建现代制造业体系，就必须

实施品牌战略，打造世界著名的顶级制造品牌。现

阶段，中国的传统优势产业是机电产品、家电、纺织

服装、轻工及部分服务业等，拥有较好的产业技术

和市场基础，易于实施“品牌战略”；而信息技术、生

命技术等高科技领域，中国的产品份额少，产品核

心技术缺乏，难以形成国际顶级品牌。因此在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起步阶段，就要着眼未来，要在节能

环保产品、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

装备制造等方面着手，选准有潜力的企业，全力培

植国际著名品牌。政府要依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的需要，为具备国际竞争实力的企业建立国际人

才交流平台，引进和培养国际市场营销人才，或引

进在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国际著名跨国公司中担任营
销策划或经营管理高层职务的人才，进行战略性新

兴行业关键产品的品牌策划、品牌包装、品牌宣传

和品牌保护。对于已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要立足

扩大原有品牌的国际影响力，着力提高品牌在国际

市场的占有份额，扩大品牌的经济效应，将其培养

成行业内国际顶级品牌；对尚无国际影响的企业则

要致力于新品牌的创立，通过关键技术的掌握、产

品质量的保证、售后服务水平的提高以及营销网络

的建设，逐步形成品牌在国际市场上极高的知名

度、极高的信誉度、较大的市场份额和巨大的经济

效益，进而成为行业内的国际顶级品牌。

四、中国制造业行动路径选择：核心技术

突破

制造品牌的竞争，本质上是技术的竞争。要构

建中国的现代制造业体系，必须实行关键行业核心

技术的突破，占领核心技术的制高点。

美国管理学家伯格·沃纳菲尔特（Ｂｉｒｇｅｒ

Ｗｅｒｎｅｒｆｅｌｔ）和哈默（ＧａｒｙＨａｍｅｌ）等提出了“企业核
心竞争力”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

技术，技术决定了企业效率的差别，掌握了核心技

术，企业就拥有了领先优势和垄断优势；核心技术

决定了核心能力，它是无法引进或模仿的，核心技

术是企业的生命之源，是其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的原

动力。这一理论充分阐释了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

在企业竞争中的巨大作用。历次产业革命的实践

证明，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是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的核心要素，大力发展战略性制造行业，就必须抢

占这些行业技术的制高点，否则就无法提升其竞争

力，无法在日趋激烈的竞争条件和环境中立于不败

之地。有鉴于此，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日本制定了“面向光
辉日本的新成长战略”，提出要充分发挥日本的优

势，发展环境、能源两大产业，加强健康技术、医药

和医疗器械的研发和应用；韩国则在“新增长动力

规划及发展战略”中提出，重点发展能源与环境、新

一代运输装备、新兴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等（齐

建国，２０１０）。同年，美国制定了“重整美国制造业
政策框架”，提出优先发展高技术清洁能源产业，发

展资本密集和高生产率的生物工程产业，保持航空

产业的领先地位；并且特别强调要加强基础性和前

沿性技术研究，将重要科研机构的Ｒ＆Ｄ预算提高１
倍，成立促进技术商业化和创新型企业发展办公室

及国家创新咨询委员会，加强政府研发投入资源整

合，加大制造业技术创新计划实施，促进技术扩散

和产业化。可见，世界制造强国无不关注核心技术

的开发和竞争。进入新世纪，中国也一直高度重视

制造技术的研发，投入也在不断加大，但似乎效果

并不明显，特别是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技术效率一直

不高。下文的量化指数分析可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运用瑞典统计学家曼奎斯特（Ｓｔｅｎ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提出的曼奎斯特指数（李金华 等，２０１０），来进一步
分析中国部分制造行业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状况。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定义为：
Ｍ ＝Ｍ（ｘｔ，ｙｔ，ｘｔ＋１，ｙｔ＋１）

＝
ｄｔ＋１（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ｘｔ，ｙｔ）

×

ｄｔ（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１（ｘｔ＋１，ｙｔ＋１）

×
ｄｔ（ｘｔ，ｙｔ）
ｄｔ＋１（ｘｔ，ｙｔ

[ ]
）

１
２

　　式中：第 １项
ｄｔ＋１（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ｘｔ，ｙｔ）

表示规模报酬不

变、要素自由处置条件下技术效率的相对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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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ｃｈ）；以几何平均数出现的第２项表示技术进步
的相对变化率（Ｔｅｃｈｃｈ）。

由于第１项Ｅｆｆｃ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基于规模
报酬可变且具有要素约束条件下的纯技术效率相

对变化指数（Ｐｅｃｈ）和规模效率相对变化指数
（Ｓｅｃｈ）的乘积，即：

ｄｔ＋１（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ｘｔ，ｙｔ）
ｄｔ＋１（ｘｔ，ｙｔ）
ｄｔ（ｘｔ＋１，ｙｔ＋１









）

×
ｄｔ＋１（ｘｔ，ｙｔ）
ｄｔ（ｘｔ＋１，ｙｔ＋１）

　　故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最终可分解为
３个指数的乘积，即：

Ｍ ＝

ｄｔ＋１（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ｘｔ，ｙｔ）
ｄｔ＋１（ｘｔ，ｙｔ）
ｄｔ（ｘｔ＋１，ｙｔ＋１









）

×
ｄｔ＋１（ｘｔ，ｙｔ）
ｄｔ（ｘｔ＋１，ｙｔ＋１）

×

ｄｔ（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１（ｘｔ＋１，ｙｔ＋１）

×
ｄｔ（ｘｔ，ｙｔ）
ｄｔ＋１（ｘｔ，ｙｔ

[ ]
）

１
２

＝Ｐｅｃｈ×Ｓｅｃｈ×Ｔｅｃｈｃｈ
　　当Ｍ＞１，表示生产率呈增长趋势；反之，则呈下
降趋势。第１项纯技术效率变化（Ｐｅｃｈ）表示变动
规模报酬下决策单元相对于生产前沿的距离发生

了纯技术效率的变化，Ｐｅｃｈ＞１表明效率提高，反
之则效率下降；第２项（Ｓｅｃｈ）表示不同时期投入在
同一生产前沿上的规模效率变动，Ｓｅｃｈ＞１说明规
模报酬递增，反之，规模报酬递减，Ｐｅｃｈ与 Ｓｅｃｈ的
乘积表示不变规模报酬下技术效率的变动（Ｅｆｆｃｈ）；
第３项（Ｔｅｃｈｃｈ）表示生产前沿面的技术变动，
Ｔｅｃｈｃｈ＞１说明技术在进步，反之，则技术在退步。
根据曼氏指数运用软件 ＤＥＡＰ２．１，可计算出现阶段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指数如表２：

表２　中国制造部分行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指数表

技术效率指数

Ｅｆｆｃｈ
技术进步指数

Ｔｅｃｈｃｈ
纯技术效率指数

Ｐｅｃｈ
规模效率指数

Ｓｅｃｈ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Ｔｆｐｃｈ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０．９６０ １．１０８ １．０５０ ０．９１５ １．０６４

医药制造业 ０．９８９ １．１０８ １．００７ ０．９８２ １．０９５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０．９８３ １．１０８ ０．９６４ １．０２０ １．０８９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０．９１０ １．１０８ １．０００ ０．９１０ １．００８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０４４ １．１０８ １．１７０ ０．８９２ １．１５６

金属制品业 ０．９６０ １．１０８ １．０２４ ０．９３８ １．０６４

普通机械制造业 ０．９６６ １．１０８ １．０４１ ０．９２８ １．０７０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０．９７７ １．１０８ １．０４２ ０．９３８ １．０８２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０．９７４ １．１０８ １．０７８ ０．９０４ １．０７９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０．９６５ １．１０８ １．０４３ ０．９２５ １．０６９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０．９１５ １．１０８ ０．９９６ ０．９１９ １．０１３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０．９５８ １．１０８ ０．９４２ １．０１７ １．０６１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中国统计出版社，作者计算整理。

　　由表２可知，中国装备制造业和技术含量较高
的制造行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均较低，除有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技术效率指数高于１００％以
外，其余１１个行业的技术效率指数均低于１００％。

因此，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背景下，构建

中国现代制造业体系的行动路径是实行核心技术

的突破。政府可设立“战略性新兴制造行业核心技

术研发专项基金”，对于需要急于攻克的关键技术，

可成立专门的研发机构，汇集国际国内一流科研力

量，进行技术攻关。要通过政策宽松、资金充裕、合

作形式灵活的技术攻关政策，引进技术造诣高深、

在某一专业或领域是开拓人（奠基人）的国际著名

科学家，或对某项技术发展有过重大贡献、在业内

得到普遍认可、其成果处于本行业或本领域前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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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著名专家，或主持过国际大型制造科研或工程

项目、拥有重大制造技术发明（专利）等自主知识或

专有技术的知名专家加盟战略性行业关键技术的

研发。

要建设战略性新兴行业研发基地，引导企业自

主开发或者联合开发或者与国外具有先进技术水

平的企业合作开发行业内重要产品的最新技术，重

点攻关重大技术装备和重要基础装备的尖端技术，

在立足自主研发的基础上，实现再创新和自主创

造，通过广泛开发、联合设计、联合制造，变“中国制

造”为“中国首创”；要通过技术研发基地的建设和

培育，尽快形成战略性新兴制造行业研发机构群。

五、结语

构建现代制造业体系，目标就是要缔造一个世

界制造强国。世界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就是：拥有

很强的自主创新能力，整体制造水平处于国际先进

水平，具备重大装备和成套设备的制造能力，高新

技术产业的产值占有较大比例。归根结底，就是拥

有一批国际顶级制造企业、一批国际知名的制造品

牌，引领国际制造的发展方向。研究表明，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培育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

契机，在这种背景下，要通过品牌战略的实施和战

略性行业核心技术的突破，构建起中国的现代制造

业体系，这样才能完成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

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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