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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深度介入国家战略制定的核心专家全面解析，一本书读懂制造强国战略深刻内涵。
在现阶段，中国最重要、最迫切的战略任务之一仍然是继续强健工业筋骨，发展成为制造强国。有了
以先进制造业为实体的工业之筋骨，中国才能雄踞于世界大国之列，确保国家安全、民生福祉和民族
昌盛，并且真正成为一个永远保持活力的创新型国家。
《中国制造2025》通过对中国经济的梳理，全面展现当下面临的问题，以及转型应当选择的路径，借
以助力“中国制造2025”强国梦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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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核心专家的全面解析。
2、中国制造2025，这是最好看的一本
3、战略高层权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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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BY-不翻倍我不走:最近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先生关于《中国制造2025》的专著。全书
从理论层面和宏观层面解读了我国为什么要发展工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内在原因和未来的发展路径
、发展重点，对于大家深入了解中国制造还是有益处的。本人做了一些简要书摘，供大家作投资参考
。一、前言：制造文明是强国之根1. 即使完成工业化，也未必成为制造业强国。2. 工业的本质是将无
用之物转变为有用之物，或将有害之物转变为有益之物。制造业最集中体现了工业生产的这一本质属
性，是人类能力的最突出展现。3. 决定制造业发展的三要素：资源、科技和文化。4. 产能过剩反映了
中国制造业技术基础不坚实，技术水平有差距，特别是在功能性、精致性、可靠性、耐久性等方面不
足之处非常明显，只在“平地”上拥挤，未能进入“高地”。5.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要努力实现
技术“登顶”的产业多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类别（传统产业），但必须注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
如数字技术、互联网、新能源、3D打印等。6. 制造业具有“迂回性”特点，需要经过很长的中间环节
，会形成很长的产业链。7. 大多数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属于累积性（或连续性）创新。8. 市场公平竞争
是制造业持续发展和繁荣的必要条件。二、序章：工业的使命和价值1. 1950—1970，中国初步工业化
阶段。1980至今，是加速工业化阶段。2. 工业转型实质上是技术进化过程的一次突变和创新涌现。工
业化不仅是物质技术过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3. 工业化的显著特点是城市化。4. 三种企业理论：古
典企业、公民企业，社会企业。5. 工业化发展的目标是自觉增进社会福利。6. 中国工业化水平仍然很
低，与发达国家相比，最保守估计还有30—50年的差距。７.中国经济的存量规模仍然很小，远未达到
工业化后期的水平（经济存量是指一国现存的财富量，是真正的经济体量）。根据中国社科院工业经
济研究所的估算，按照当前的美、日、中三国的当前生产性财富增速、中国人均生产性财富要再2034
和2035年才能赶超美日。8. 高度发到的工业必然从追求功能性走向创造审美艺术性。9. 中国当前产业
升级的主要困难，除了工业技术基础不坚实，还在过度追求工具理性倾向，一味追求速度、规模和增
值。10. 信息化、智能化是工业发展的必然逻辑。三、上篇：工业兴国第一章：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趋
势1. 增速下行标志中国经济发展走到了新的转折点。2. 低价资源时代已经终结。3. 工业经济运行的新
特征：由投资拉动为主向“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外贸）协同拉动转变；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增
长转变（技术进步）；平推式工业化向立体式工业化转变（在现有产业基础上，抢占绿色化、精致化
、高端化、信息化、服务化等制高点）；低级红利（资源优势）向高级红利（人才、产业环境、配套
能力）转变。4. 中国工业化的政策选择：一是四化并举（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化），若实
现，将大大刺激内需；二是进出口平衡，适当增加进口（如海淘、跨境电子商务），推进人民币国际
化；三是鼓励制造企业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四是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行信息、新能源、新材
料、新制造工艺等技术储备。5. 中国工业发展代价巨大，社会大众已经逐渐无法容忍过去的发展模式
（资源过度消耗、环境破坏等）。第二章：2025：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中国工业进入稳中求进时代
。1. 中国制造业最大的问题：缺乏耐心。2. 中国工业新常态：稳心态（力戒急于求成、立竿见影、不
惜代价的心态）、稳政策（力戒仓促多动、过度刺激、无序补贴的政府调控）、稳预期（力戒优惠竞
争、过村没店、投机取巧的企业行为）。3. 中国工业的进取方向：更高素质（精致化、信息化、高端
化）、更平衡协调（产业结构、空间布局更合理化，如先发地区向经济腹地加速扩散）、更绿色环保
。4. 中国工业正处于进军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关键阶段，未来十年是关键时期。5. 长三角地区最有希望
和条件成为中国尖端工业核心区。第三章：“师夷长技”创中国工业文明1. 美欧再工业化的启示：制
造业和服务业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任何大的经济体都不能忽视制造业。2. 国家资本主义在
美欧抬头。表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成为美欧国家重新振兴制造业的工具；政府
加强对创新活动的支持。3. 未来，我国机械制造产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会有更明显的提升（
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化工产业和新材料也会有较大的提升。第四章：科技创新是工业化的基础政
府要做好两件事：一是把公平竞争和优惠政策更好地结合起来；二是鼓励更多的企业进行差异化创新
，不能只鼓励符合政府规划的创新行为。第五章：资源环境决定工业化的高度1. 走更节约、更精致、
更清洁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工业应对资源环境约束的可行路径。2. 从目前看，中国的能源替代进
程（新能源开发）将以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发展。3. 中国环境管束强度不断提升的同时，中
国工业实现了快速发展。4. 从2006年数据看，中国目前最应该提升的是废水的环境管制标准。废气中
，最应该提升的是烟尘粉尘、然后是二氧化硫，再是二氧化碳。第六章：“新四化”同步的新型工业
化道路1. 工业化新趋势：工业从中心城市向县域经济体转移扩散，同时注重立体发展，抢占产业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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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2. 城镇化新趋势：从社会福利的制度级差向实现就业理想和追求生活质量转变。3. 农业化新趋势
：科技、工业、现代服务业深入农业领域，发展高品质农产品。4. 信息化进一步改编工业使企业更具
责任感。四、下篇：强国战略第七章：中国工业化的战略方向1. 加快腹地经济发展，奠定内需增长的
基础。沿海腹地、内陆腹地和县域腹地。2. 产业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实施资源战略的重大调整；形
成更合理的一二三产业结构；形成与产业技术创新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第八章：转型与升级：中国工
业化必须迈过的坎（略）第九章：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1. 要发展新兴产业，要解决下列4个战略性问题
：一是要有资源环境战略。必须实现节能环保，开发新能源、新材料。二是必须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三是必须推进机制体制的优化。四是要实施自主开放战略。国务院提出7个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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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三个战略目标：第一个目标和
节能环保相关，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第二个目标是增强竞争力，发展信息产业、生物产业；第三个
目标是拓展新的产业空间。2. 发展新兴产业的关键：跨越2个门槛。一是技术门槛，二是经济门槛。经
济门槛又有2个台阶：一是新兴产业必须实现自身的效益；二是新兴产业的产品同其替代的传统产业
产品相比，经济性更高。原文链接：http://xueqiu.com/8200390049/6267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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