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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务院正式颁布《中国制造

2025》行动规划后，各地有关 2025 的

行动规划也陆续制定出台。 记者了解

到，山东省已经出台《山东省推进工业

转 型 升 级 行 动 计 划（2015—2020

年）》， 江苏省也已发布《中国制造

2025江苏行动纲要》， 而“中国制造

2025”安徽篇的编制工作也开始启动。

然而，这些行动计划如何落地却

引起了一些传统制造业企业的高度

关注。 安徽尊贵电器集团公司董事长

王怡荣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说：“我们是一家民营企业，家电

也算不上什么高科技新兴产业，不知

道‘中国制造 2025’ 离我们会有多

远？ ”

各地制定

“2025行动计划”

自《中国制造 2025》正式印

发以来，一些省、市都

在相应地制定与之相

衔接的制造业发

展计划。

据了解 ，江

苏省经信委制定

的 《中 国 制 造

2025 江苏行动纲

要》，提出了未来

10 年江苏制造强

省建设的愿景与

行动措施； 山东

省经信委制定的

《山东省推进工

业转型升级行动

计 划 （2015—

2020 年）》提出了

内涵发展、 融合

发展等 5 项推进

原则以及壮大做

强一批战略性新

兴产业、 改造提升一批传统优势产

业、 整合退出一批低效落后产能的 3

条实施路径。 据悉，山东省还会进一

步制定“中国制造 2025”的贯彻意见

和措施。

而由安徽省经信委牵头编制的

“中国制造 2025” 安徽篇也已经开始

编制工作。 据知情人士透露，安徽省

的编制思路是，将根据全省工业经济

的现状，提出“坚持三个并举”，即坚

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新兴产业发

展并举，坚持产业向研发设计和制造

服务两端发展并举，坚持品牌建设和

核心竞争力提升并举的原则，十大高

成长产业发展和十大传统产业改造

提升齐头并进， 力争到 2025 年将安

徽省建设成“制造业大省和制造业强

省”。

企业密切关注规划内容

事实上，对于“中国制造 2025”如

何在企业层面落地，始终是企业最为

关心的问题。

淮北矿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王明胜表示：“‘中国制造 2025’

几乎没有直接涉及我们这类企业，但

煤炭等能源类企业与制造业息息相

关，最近，‘中国制造 2025’安徽篇的

编制工作也开始启动，希望这一设计

能够体现煤炭、电力等能源制造企业

的转型、调整，这可事关数 10 万煤矿

工人的长远利益。 ”

6 月 29 日，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徐进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 记者采访时则坦言，“中国制造

2025” 更多地倾向于战略型新兴产

业， 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正常事，一

个国家没有一些核心技术支撑的制

造业高端产品， 就无从谈核心竞争

力，但是像白酒、牛奶、休闲食品等食

品加工类传统制造业就很担心，各省、

市在制定本地区的制造业 2025 计划

时，如果眼睛只盯住“高、精、尖”、“高、

大、尚”之类的行业和产品，传统行业

的转型升级将无法在“中国制造

2025”上得到体现。 因此，地方在制定

制造业 2025计划时， 要扎根企业，特

别是容易忽视的行业更需要关注。

徐进认为，中国应在“中国制造

2025”的实践中，将人们必需的传统

产业提升到符合大国要求的水平上。

同时，“中国制造 2025”也深受一

些小微企业关注。 位于安徽省桐城市

范岗镇工业园区的冠禹新型建筑材

料厂负责人苏书贵说：“‘中国制造

2025’应该与我们这些小微企业也有

很大关系，全国所有企业中小微企业

占了 90％以上，其中有近三分之一是

制造业，如果这类企业不能在地方制

造业规划中得到体现，这一规划也不

算完整。 ”

安徽：致力于

规划与企业的对接

记者了解到，为打通“中国制造

2025” 与制造业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各省在制定自己制造业行动计划之

前都做了很多功课。 安徽省经信委在

组织学习行动纲领的同时，还邀请了

国家工信部赛迪研究院专家对《中国

制造 2025》进行了详细解读。 而赛迪

院专家也对安徽制造业的发展提出

了建设性意见。

6 月 8 日， 安徽省经信委召开了

“中国制造 2025” 安徽篇编制工作会

议，会上发布了“中国制造 2025”安徽

篇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了编制工作

机制，并结合安徽省实际，制定了重

点产业领域发展路径和重点任务分

工表，要求明确、责任细化，确保各项

任务落到实处。

根据相关要求，安徽省经信委在

6 月底，完成“中国制造 2025”安徽篇

初稿；在 7 月初，召开省直部门、高校

院所和重点企业座谈会，听取初稿修

改意见并修改完善； 在 7 月上旬，报

委主任办公会审议并形成征求意见

稿， 征求各省直有关部门和 16 个市

意见；到 7 月底，形成送审稿上报安

徽省政府。

对应“中国制造 2025”，按照国家

的要求，安徽省经信委还建议省政府

成立制造强省领导小组，同时，设立

制造强省战略咨询专家组，支持制造

强省智库和专家库建设，对制造业重

大决策提供咨询评估。 安徽省经信委

一位从事该方案编制工作的负责人

说，“中国制造 2025”安徽篇是在多年

全省制造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通过

对企业的实际调研，参照有关专家的

多方求证而进行编制的，应该能体现

安徽的特点和长处。 但他也认为，“中

国制造 2025”安徽篇要充分体现传统

产业的改造升级和小微制造业的发

展，那样才会体现中国制造的整体水

平。

地方版“2025 规划”相继出台

传统制造业企业忧心“定位”

本报记者 张晓梅 /�张骅 吴明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动对内对

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

好结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

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这是中央适应

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做出的新部署 ,指

明了当前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的新方

向。

树立起开放创新理念，顺应经济

全球化新变化。 开放创新适应了 21

世纪全球一体化、开放、融合、共享的

发展潮流，改变了企业所有创新活动

都由自己独立完成的做法。 许多跨国

企业创新发展的一条重要成功经验 ,

就是打破领域、区域和国别的界限,构

建起面向全球的创新网络。 近年来，

随着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水平的提

升，在高端领域实现创新已经不能再

全靠引进技术， 必须转向自主创新。

但自主创新也不等于企业独自创新，

而是要将创新视野放宽到“内外部、

上下游、国内外”。 在创新过程中，不

排除引进先进技术，以解决关键环节

的“卡脖子”因素，但着力点和重点是

培育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把握技术

发展的主导权。

做好高水平引进来与主动走出

去有机结合，占据价值链高端。 经过

艰苦努力，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技

术水平迈出了重要步伐，综合实力大

幅提高。 过去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和

高端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如今不仅

实现了部分替代进口，而且正在越来

越多的输出国外。 比如，我国高铁在

引进国外技术的基础上，成功研制出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动车组，

并依托国内巨大市场开展了大规模

商业化运营实践， 积累了成功经验。

近年来加快走出去步伐，实现了从产

品和部件出口到高铁系统全产业链

输出、从出口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

的新突破。 为引导推动更多中国企业

技术、装备走出去，培育新的国际竞

争新优势，《意见》从“鼓励创新要素

跨境流动、优化境外创新投资管理制

度、扩大科技计划对外开放”三个方

面提出了诸多改革措施。 广大企业要

以此为契机，坚持高水平引进来与主

动走出去有机结合，立足国内庞大市

场，主动把高端技术、装备、产品输出

海外； 同时通过在海外设立研发中

心、设计中心、资讯中心等，获取创新

的战略性资源，努力形成“中国创造”

和“中国品牌”。

抓住新一轮对外开放机遇，寻求

海外创新机会。 当前，我国新一轮高

水平对外开放正在加快推进。 实施

“一带一路”战略，组建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设立

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等，是

我国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

重要内容, 将为我国企业提供更大的

海外发展空间和创新机会。 广大企业

要从过去主要按照他人制定的游戏

规则参与国际竞争，转变为主动参与

并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学会掌控国

际竞争的主导权、定价权和资源配置

权， 学会如何在境外寻找创新机会，

开展创新活动，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

创新能力。

（本文系王忠禹在“2015年中国

平潭·企业家科学家创新论坛” 上的

讲话，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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