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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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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基础是产业发展的基石、制造强国的根基和实现产业链现代化的前提，决定着产业发展的自主可控水平、长

远竞争能力和整体发展高度。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是降低断链风险、推动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和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可以增加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备性，提升产业附加值，增强产业

循环的畅通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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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dustrial foundation is the cornerston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the foundation of manufacturing power and the 

premise of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chain，which determines the independent and controllable level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long-term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height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mproving the resilience of industrial chains and supply chains is an urgent need to reduce the risk of chain disruption，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alization，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dustrial foundation reengineering project can increase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enhance the added value of the industry，enhance the smoothness of the industrial 

circulation，and enhance the resilience and safety level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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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时代紧迫性 

1.1 可以降低产业链供应链断供风险 

随着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分工一体化的发展，我国已经深

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国际市场依赖性逐渐增强。当前国

内外局势复杂，国内面临的产业链卡点堵点问题突出。在逆

全球化、国际局势动荡背景下，面临国外对华贸易封锁、产

业遏制打压带来的冲击，导致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外迁、断链

的风险增加。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关键体现在： 

一是加快突破制约我国产业发展的瓶颈，解决大量高精

尖技术产品、关键生产原材料、关键生产设备等严重依赖进

口的问题，破解在半导体及芯片、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

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关系国家安全领域存在

的短板瓶颈[1]。 

二是增强国内产业对国际产业的可替代性、产品的互补

性，确保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实现国产替代，掌握产

业链供应链自主控制权，应对国际冲击的不确定性，降低因

国际经济动荡导致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的风险。 

以上两点的实现将会破解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问

题，增强国内产业链替代性，从而降低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

险。 

1.2 是推动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与此同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许多举措与新型工

业化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一致。例如：加大力度实施产业基

础再造工程，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

融合集群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

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既可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质量与稳定性，又可以助力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

强国、数字中国，从而推动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1.3 有利于加快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畅通 

中央和地方高度重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

平，纷纷部署产业链提升工程。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

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大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强链

补链工作，上海、安徽、深圳等地出台了系列配套政策，引

导重大项目投资建设，发挥优势产业带动作用，锻长板、补

短板，开展“强链”“补链”“延链”等产业链创新提升工程，

努力打通产业链卡点堵点，增强了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畅通

了国内大循环。同时，各地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基

础上，持续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通过国内外循环联动，

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

平，增强了供应链韧性，有效推动了国际大循环的发展。 

二、产业基础再造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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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创新攻关难度大、风险高，要素资源支撑力不足 

工业“五基”产品技术投入强度较大、技术壁垒较高、

研发周期较长。复杂技术下的产品生产投入较高，往往依托

大型精密设备、先进生产线等生产作业工具，其投资规模常

常是百亿级别，而且创新失败面临的损失常常使一个企业面

临破产风险。例如，芯片投入基本高达百亿美元，光刻、刻

蚀、扩散、注入、薄膜、研磨等先进工艺制造设备的主流先

进生产线投资都在 50 亿～100 亿美元。而且技术创新后的

应用生态跟不上或者发生改变都会使企业前期的投入作废。

这些领域使用的技术通常也是跨学科、跨部门的多项技术组

合，需要在反复的市场实践中逐渐改良积累，面临较高的技

术壁垒。研发过程需要大量研发人员集中投入，需要不断反

复试验，研发周期较长，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突破，单个企

业要素资源支撑有限，很难独自完成创新攻关。 

2.2 创新基础研究能力不足，创新生态体系亟待完善 

产业基础创新高度依赖前端基础研究的发展，基础研究

创新力不足成为制约“五基”产品发展的主要障碍。 

基础研究人才不足，虽然我国近年来人力资本发展迅

速，但是大部分人才涌入了高回报的金融等经济管理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利用国际贸易进口便利，获得了大

量中间品和市场优势，产品集成创新相对于技术自主创新成

本低、风险小，成为大多数企业的战略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依托国外采购，挤压了国内相关产品市场

采购份额，企业的生产意愿下降，产业链上下游分离、协同

不足，从而使得国内产品市场无法持续迭代更新，产业基础

创新力受到制约。创新部门与企业部门融合不够，创新研究

与产业发展融合不够，使得整体的创新转化能力不足，可持

续的创新生态尚未形成。同时，由于我国金融体制机制有待

进一步完善，国内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基础研究占用资金投

入大、回报周期较长，企业面临较大的资金链断裂风险。 

2.3 科技成果转化难与服务能力不强，亟需推动产业链

上下游协调 

科技成果转化不足主要源于三方面原因。 

一是不能有效对接市场需求，科技研发应用与现实市场

需要脱节，供需不匹配使得创新链逐渐与产业链脱节[6]。 

二是科技转化服务体系尚不完善。一项基础研究到技术

应用，需要产业的中间部门进行创新衔接，引导技术转化方

向。同时，成熟技术市场转化的过程中需要相关的技术服务

部门提供一定的专业化指导。而我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衔

接不够，应用研究与技术转化机制不畅，缺乏完善的全产业

技术转化专业化服务，因此使得大量基础创新无法恰当及时

转化为有效的技术产品推向市场，从而影响产品创新力。 

三是产业链上下游协作规范标准仍待进一步完善，中间

产品标准的不统一影响产品的适配性，制约产品的应用范

围，产业链各环节研发活动的割裂较严重，尚未形成产业链

各环节上下游产品“研发—创新—应用—更新”的可持续研

发机制。 

三、实施产业基础再造的措施 

3.1 把握一个核心：突破“卡脖子”瓶颈约束 

在“稳基础”方面，我国具有一定的基础和比较优势，

基本可以实现国产替代，但可靠性和稳定性不高，需要加强

政策支持，应“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点线及面”，开展“基

础追赶工程”，协调推动“点突破”与“链创新”，重点解决

“小试、中试、实验验证、检测测试”等工程“市场失灵”

阶段，解决市场化应用的难点问题，加快中国已取得重大进

展的基础产品和技术的应用推广，加快其品质和性能的提

高，力争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从长期来看，重点围绕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同发水平，

有望通过夯实产业基础，在“换道超车”、在新一轮科技革

命与产业变革中占据世界前沿地位，在“强基础”领域开展

“基础竞争”，积极营造有利于产业基础能力提升的制度环

境，从长期来看，推进一批具有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

变革的基础技术与产品突破，着力打造“王牌”技术，锤炼

产业链供应链长板，在部分领域形成领先优势与不对称制衡

“卡脖子”约束的能力。 

3.2 培育两大主体：产业链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隐形

冠军”企业 

企业作为工业基础竞争力提高的主要载体，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要以“产业四基”为核心，以基础设备、基础零

部件、基础工业软件、关键基础原料为核心，打造以基础产

品为核心、以技术为核心的研发制造企业群。一是加快对产

业链中的龙头企业的培育。抓住全球产业体系重构的机遇，

促进本土企业在研发设计、技术创新、生产管理、品牌建设

等方面实现突破，培育一批拥有关键核心技术、拥有知名拳

头产品、具有重要品牌影响力和产业链控制能力的产业生态

主导企业。充分发挥“超级用户”在产业链中的引导与整合

作用，以下游需求带动上游技术突破，建立更加密切的技术

创新联盟，形成多个主体的有效协作创新体系，促进关键部

件与核心技术研发，营造一个更好的产业生态环境，促进产

业基础领域中中小企业的成长（沈朝树，2021）。 

二是加强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在世界范围

内，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而在关键部件（元件）、关键基础

材料、工业软件等领域，具有领先地位的“隐形冠军”企业，

才是“制造大国”的真实掌控者，也才是“制造大国”的真

实写照。要加速建立分类分级、动态跟踪的专精特新企业梯

队，为其提供长期、稳定的长期、稳定的扶持，加速培育一

批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较强的中小微企业，并形成一批聚

焦于细分市场，具有较高的技术和服务水平和较高的市场占

有率的“单项冠军”。 

3.3 强化“要素—平台—制度”三维支撑 

在要素层次上，产业基础能力的提高，对于人才的供给

结构、质量、质量等都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想实现这

一目标，就必须对人才的培养方式进行创新，促进精益求精

的工业文化的发展，在基础领域中，对具备科学探究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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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人才、掌握先进制造技术的工程师人才、技能型工匠

人才以及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进行重点的培养。除此之

外，还要畅通数据、技术和资金等要素向产业基础领域的有

序流动，为提高产业基础能力提供要素支持。 

从平台层面来看，要加快构建能够支撑产业基础发展的

基础性平台和基础设施，加强对产业发展中所需的智能标准

生产设施、技术研发转化设施、检验检测认证设施、职业技

能培训等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力度，对科研成果中试、产品

创制试制和模拟应用场景等成果工程化应用平台进行完善，

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的支

撑能力进行强化。 

从制度层面来看，要在不断地深化改革的基础上，将产

业基础领域的融资、用能、人工、用地、物流等成本进一步

降低，要加快构建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以法律为导向的国

际化的营商环境，要健全新型技术攻关突破机制、产业政策

长效支持机制、产业基础领域人才活力激发机制、全产业链

协作机制、国企支持产业基础再造机制以及国内国际协同创

新机制，从而为产业基础能力的提升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3.4 促进四个结合 

一是坚持企业主体与政府引导相结合 

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为导向，以各种类型的企

业为主体，以市场机制为导向，更好地发现机遇，把握机遇，

寻求突破。要加强政府的引导作用，要不断地深化改革，要

对提高基础能力的政策体系进行优化，要对支持基础能力发展

的要素市场和平台设施进行健全，要增强有效的积极的激励作

用，从而营造出一种有利于提高基础能力的产业生态环境。 

二是坚持短期突破与长远布局相结合 

在短期内，我们将以“补短板”和“应亟需”为核心，

逐条梳理基础行业中的薄弱环节，聚焦和定位工业基础重组

项目的优先级，加速“卡脖子”制约因素的突破。从长期来

看，要以“锻长板”、“拓优势”为重点，全方位地打牢产业

基本能力，重塑有利于提高产业基本能力的体制环境，促进

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关键产品取得突破，引领新一轮科技革

命、产业变革，形成主导未来发展的核心产业基本优势。 

三是持自主可控与开放合作相结合 

加强自主开发，把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

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等作为突破，力争在关键核心技术的

控制上取得成功，从而形成自主开发能力。扩大对外开放的

范围，积极地利用全球的资源和市场，加强与全世界一切科

技创新大国之间的产业和技术合作交流，构建在基础领域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四、结束语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在新发展格局基础上，加快推进高

质量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是加速建设

现代化工业体系，促进新型工业化，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当前，国际形势在不断变化，新一轮的科技与产业变革在不

断深化，为应对“逆全球化”、抵御全球经济波动、应对各

类“黑天鹅”、“灰犀牛”等不确定事件，提高我国产业链供

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性，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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