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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沿着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制造业发展轨迹，论文述评了中国制造业三个发展阶段的研究热点。其一是

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主要聚焦苏联制造业发展经验、制造业发展的基础知识，建立制造业工业体系等;

其二是改革开放后至加入 WTO 前，主要聚焦经济结构调整、乡镇工业、引进外资、新兴工业化国家( 地区) 发

展经验及迎接新技术革命等方面; 其三是加入 WTO 至今，主要聚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建设世界制造业中

心、制造业绿色化、智能制造及全球制造业竞争态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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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 70 多年来，工业增加值迅速提升，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全中国 1952 年工业

增加值 120 亿元，1978 年工业增加值 1622 亿元，

1992 年突破 1 万亿元，2007 年突破 10 万亿元，2012
年突破 20 万亿元，2018 年突破 30 万亿，2019 年实

现 31． 7 万亿元，2020 年受到全球疫情影响但工业

增加值仍然达 31． 3 万亿元。按可比价计算，1990
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为 2． 7%，居世界第九

位; 2000 年上升到 6． 0%，位居世界第四; 2007 年达

到 13． 2%，居世界第二; 2010 年占比 19． 8%，居世

界第一; 2020 年占全球制造业比重接近 30%，连续

11 年居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第一位置。
新中国建立以来，关于制造业的学术论文持续

处于不断增多之中，但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中

国制造业研究的学术文献轨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

段: ( 1) 1949 － 1977 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

前。这一阶段，关于制造业研究的学术文献较少，除
1957、1958、1959、1963、1964 年的论文超过 10 篇外，

每年只有几篇关于制造业的学术文献。而且，这一

阶段的学术文献，主要围绕介绍苏联制造业和国外

制造业情况、普及制造业的知识以及中国经济结构

调整等问题展开。( 2 ) 1978 － 2000 年，改革开放至

加入 WTO 以前。这一阶段，关于制造业的学术研

究，主要围绕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乡镇工业、引进外

资、外向型发展战略、迎接新技术革命等方面。这一

阶段，学术文献日益丰富，从每年几十篇缓慢上升到

几百篇的规模。( 3) 2001 － 2020 年，从加入 WTO 至

今。这一阶段是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市场、规模持

续扩张时期，也是中国制造业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

走上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道路，全面参与全球竞争阶

段。这一阶段，关于中国制造业的学术文献，呈现爆

发式涌现态势，讨论主题广泛且持续向深度和广泛

拓展。
本文系统回顾了中国制造业 70 多年的学术文

献，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进行了述评，期

望能够从纵向文献的历史演化中，理清研讨中国制

造业发展状态的学术文献轨迹，形成较为完整的中

国制造业热点拼图，从而为相关研究的深入和相关

政策优化提供参考。

1 1949 － 1977 年: 从一穷二白到初步工业
体系建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制造业几乎从零起步，

“洋丁”( 铁丁) 、“洋火”( 火柴) 、“洋碱”( 肥皂) 的

称呼是典型例证。1949 － 1977 年期间，中国制造业

的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是苏联援助和三线建设，关于

制造业的学术文献不多，大致上是前 10 年以翻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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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苏联制造业的文章为主，中苏关系恶化后以介

绍、普及制造业相关的基础性知识和技能为主，文革

大革命期间，讨论制造业的文章稀少。
1． 1 苏联援建促进工业恢复和发展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起步，是与苏联援建 156 个

工业项目密切相关的。苏联援建的 156 个项目，大

部分在东北和中西部地区，最终实施完成 150 个项

目，形成了以沈阳、鞍山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区，以京、
津、唐为中心的华北工业区，以太原为中心的山西工

业区，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工业区，以郑州为中心的

郑洛工业区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工业区，以兰州为

中心的甘肃工业区，以重庆为中心的川南工业区等，

为 一 穷 二 白 的 新 中 国 奠 定 了 比 较 完 整 的 工 业

基础［1］。
关于制造业发展的学术讨论，50 年代发表的

“制造业”论文总共 19 篇①，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

( 1) 翻译介绍苏联制造业情况和制造方式。多数论

文是翻译介绍苏联制造业情况的，如苏联战后五年

计划中的机器制造业、机器设计法、电机制造业的发

展、机床制造业的主要任务、机床制造业的标准化、
规格化与统一化等。( 2) 探讨苏联制造业发展状况

和经验。不少论文是介绍苏联机器制造业的成就与

任务，探讨典型部门制造业发展状况，如苏联大力发

展机床制造业、苏联机器制造业的 40 年、苏联造纸

工业的 40 年、40 周年来的苏联焊接技术等。( 3) 普

及制造业相关知识和分析中国制造业状况。还有些

论文是研究国内制造业状态的，如上海私营工具机

制造业的现况及其问题、上海市机器制造业一年来

的回顾、如何在机床制造业中节省金属材料等。
1959 年 6 月，苏联撕毁中苏协定，拒绝继续向

中国提供技术资料，1960 年 7 月单方面决定撤走在

华的苏联专家，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了对

中国的援建工作。在 1960 年至 1962 年中的学术文

献中，关于苏联制造业发展情况和经验介绍的论文

还有一些，1960 年共 3 篇论文( 其中 2 篇关于苏联

制造业) ，另 1 篇是介绍提高机器制造业用纲及合

金强度新方法的，1961 年共 3 篇( 其中 2 篇关于苏

联) ，另 1 篇是分析英国汽車工业危机的，1962 年共

2 篇，都是介绍苏联制造业的。1963 年至 1966 年，

关于制造业的学术论文很少，主要是普及性和介绍

性的，如概率论在飞机制造工艺中的应用、国外变压

器制造业( 上) ( 中) ( 下) 、中国内燃叉车制造业现

状等，1966 年只有 1 篇文献，是介绍“工业生产指

数”概念的文献。
1． 2 三线建设优化制造业布局

中苏开始交恶，台海形势紧张，越战爆发，国家

做出了进行“三线”②建设的战略决策。从 1964 年

至 1980 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 13 个省和自

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 2052． 68 亿元巨资( 超过

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 40% ) ，建起了 1100 多

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三线建

设显著优化了中国的制造业布局，建成了大批优秀

企业，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2］。
关于三线建设的学术文献极少，1980 年前只有

2 篇。最早的文献是由昆明轴承厂撰写并于 1970
年发表于《轴承》上的文章《革命加拼命，为加速三

线建设而奋斗》，其内容是汇报建设进展并表达革

命斗志。紧接着是由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全封闭组

合电器小组 1972 年发表于《高压电器》上的文章

《“备战、备 荒、为 人 民”伟 大 战 略 方 针 的 又 一 胜

利———我国第一台 110 仟伏六氟化硫全封闭式组合

电器试制成功》，其主要内容是汇报建设成就。
1． 3 文化大革命期间制造业停滞不前

1967 年至 1969 年、1971 年至 1974 年均没有关

于制造业的文章，1970 年仅 1 篇 概 述 性 的 文 章，

1975 年至 1977 年文章较少且主题松散，参见表 1。
综上所述，从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关

于制造业的研究文献相对稀少，其原因主要是工业

基础薄弱，新中国建立之初只有少数民族资本家创

办的纺织业和简单的机械加工业，缺乏完整的工业

体系。很少的学术文献，也相对集中在介绍苏联制

造业发展经验和普及制造业知识方面，没有研讨三

线建设的文献，文革期间论文稀少且缺乏学术价值。

2 1978 － 2000 年: 从经济结构调整到外向
型经济战略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文革”十年浩劫，国民经

济到了崩溃边缘，物资严重短缺，“粮票”“布票”“肥

皂票”等众多定量购物票是典型例证。1978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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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基于作者通过知网搜索关键词为“制造业”得到的文献信息。
“三线”指陇海线以南、京广线以西、韶关以北的腹地，多为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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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公报》发布，确定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

经济建设为中心上，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

197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
厦门试办四个经济特区，1984 年 4 月，决定扩大开

放沿海 14 个港口城市，1988 年又实施了对外出口

权的开放。这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为中国制造业的

开放发展奠定了政治前提和理论基础，促进了中国

制造业的迅速发展。1992 年，中国明确市场经济体

系后，国外投资不断涌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开始加

速，制造业的发展得以全面提速。1998 年，亚洲地

区经济危机爆发，中国制造业发展处于低端问题开

始受到关注，1998 年取消租赁分房，开放房地产行

业，开启了中国买房买车浪潮，中国的整个产业经济

由服装、饮料、家电为主的轻工业结构向重工业发展

转型，钢铁、铝、电、煤等钢铁和能源产业得到迅猛扩

张，中国经济结构进入重化工业为主阶段。1998
年，中国开放了进出口市场，民营企业不再需要借助

进出口公司进行国际贸易，青岛海尔、四川长虹、方
正、腾迅、华为等大批民营企业快速崛起，中国制造

业充满生机活力。

表 1 1970 －1977 年以“制造业”为关键词的全部学术文献

Table 1 All academic literature with“manufacturing”as the key word from 1970 to 1977

题名 作者 刊名 发表时间

国外变压器制造业发展概况———60 年代水平概述 一机部变压器研究所 变压器 1970

近年来国外变压器制造业一般情况 张万和，王志武 变压器 1975

对中国坐标镗床发展的建议 杨家振，李建猷，朱南扬，布克昕 装备机械 1975

仪器制造业中用组合机床进行零件成组加工的若干精度问题 吴湘匡 国外组合机床 1975

美国、西欧和日本锅炉制造业的发展趋势 周昌成 锅炉技术 1976

苏联内燃机车制造业的发展问题 А． Ф． Рыбалка，顾永麟 国外内燃机车 1977

合成材料在重机制造业中的应用 国外机车车辆工艺 1977

从 1978 年改革开放到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

前，关于中国制造业的学术讨论逐步增多，从每年发

表几篇、几十篇上升到数百篇论文，而且主题相对聚

焦，主要围绕经济结构调整、乡镇工业崛起、国有企

业改革、外向型发展战略、引进外资以及迎接新技术

革命挑战等现实问题进行研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

研究成果。
2． 1 经济结构调整拉开轻工制造业优先发展大幕

文革结束之际，国民经济存在严重的比例失调

问题，主要是农业不能适应工业和人民生活改善的

需要，轻工业长期落后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燃料动

力工业落后于其他工业，积累比例偏高，影响生活的

改善，需要就业的人员同可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之间

存在矛盾［3］。党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

高”的方针，决定用三年时间纠正只强调重工业而

轻视轻工业的状况，增加轻纺工业的投资促进轻工

业较快发展，以改善市场供应状况，满足人民需要，

同时 更 快 地 增 加 资 金 积 累，走 以 轻 养 重 的 发 展

道路［4］。
经过十多年轻工业规模持续扩大，物质产品生

产能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1995
年全面取消票证制度，从此告别短缺经济。国民经

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性任务开始由发展轻工业为主，

转向发展以电力工业为主的能源工业，以钢铁、铝、
化工原料为主的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与通信业、关
键工 业 交 通 设 备 制 造 业、纺 织 工 业、微 电 子 工 业

等［5］。从此，中国开始了以提高加工工业水平、扩

大高附加价值部门比重为主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结构

升级的新阶段，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制造业的生产率

水平成为主要追求［6］。
2． 2 乡镇工业异军突起闯出制造业发展新路

20 世纪 70 年代末，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社队

工业发展很快，迅速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壮大了

两级集体经济，支援了农田基本建设，促进了农业机

械化，增加了农民收人。社队工业的崛起，开始于农

副土特产品的加工，立足于本地矿产资源的采掘加

工业，壮大于外向型的来料加工工业［7］。
社队工业后来统称为乡镇工业，在改革开放进

程中更为迅速涌现出来，而且成为改革开放的探索

者和践行者，开辟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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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期 李健旋: 中国制造业 70 年: 从简易加工到智能制造

从实施经营承包责任制、资产经营责任制，到产权制

度改革、调整所有制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乡镇

工业在不断改革中释放出强大生命力而得到迅猛发

展。“三来一补”( 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
补偿贸易) 、与外商合资合作、引进外商资本等开放

发展的道路，都是首先从乡镇工业开始的，乡镇工业

也因此得到成长壮大。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改变

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成为引进外资和发

展外向型制造业的重要力量，对于中国制造业发展

和 整 个 中 国 经 济 社 会 的 发 展 具 有 极 为 深 刻 的

意义［8］。
2． 3 国有企业改革突破四大发展困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

体制向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

制转型，如何增加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活力成为必须

解决的重要问题。其时，国有企业面临四大难题:

( 1) 企业负担过重。( 2 ) 三角债愈演愈烈。( 3 ) 技

改资金严重缺乏。( 4 ) 原有人才留不住，新人招不

进来，不能干的却推不出去［9］。
国有企业改革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

显著成效获得启发，首先实行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的承包制，后来主要采取了股份制方式。承包制在

实行过程中，获得了明显效果，但也造成了企业自我

约束失调，强化了企业的短期行为。为了改变这种

状况，大多数国有企业选择了股份制，并通过股份制

改组成为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在治理结构上逐步形

成了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

代企业制度［10］。
2． 4 借鉴“四小龙”经验确定外向型发展战略

亚洲“四小龙”( 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

地区、新加坡) 的特点是人口稠密且自然资源贫乏，

然而在二十余年时间内摆脱出了贫穷，实现了经济

起飞，其原因在于: ( 1) 实施贸易自由化和出口导向

的发展政策，实现了出口扩张带动经济结构优化。
( 2) 激发大众储蓄倾向，发挥银行体系吸收储蓄并

供给资金的中介机能。( 3 ) 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引进

国内不熟悉或未能广泛采用的新颖技术，同时提供

国内企业借鉴外资企业高效率管理技术的范例［11］。
借鉴四小龙成功经验，从国际经济环境出发，发

展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制造业是适合我国土地稀缺、
资本积累有限、劳动资源富裕的基本国情的最佳战

略选择。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应当为出而进，以进

保出，走出口 － 进口 － 扩大出口的滚动式路子，关键

是深化改革，让外向型企业到国际市场上直接承受

竞争压力，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然而，从内向型

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轨是个十分艰难的过程，需要

实施鼓励和约束政策，使企业感到外销收益大于内

销，情愿转向，同时还需要专门金融机构能够及时提

供周转资金保证［12］。
2． 5 大规模引进外资带动制造业快速发展

1979 年，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会谈时，重申了

周恩来总理 196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的在 20
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
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设想，并

量化为国民生产总值人均 1000 美元的小康目标。
然而，十年文革导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实现

四个现代化路在何方?

纵观全球后发国家的经验，引进外资是实现跨

越发展的关键。当年，美洲大陆的开发，靠的是引进

当时欧洲的先进技术，二战后，日本通过大量引进美

国和欧洲国家的先进技术，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

就超过了法国、英国、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

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国。我们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

上，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引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

备，走学习和独创相结合的道路，加快实现四个现代

化的速度［13］。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

决定从发达国家大规模引进技术，1978 年我国与外

商签订 50 多个引进技术设备的项目，1979 年又签

订了一批引进项 目，协 议 金 额 达 到 79． 9 亿 美 元

( 1950 年至 1977 年间我国引进技术设备累计完成

金额 65 亿美元) ，两年间引进的项目几乎涵盖了所

有工业门类。因此，一批重型机械、矿山机械、化工

机械、发电设备，机床、汽车、拖拉机、飞机、坦克、船
舶以及轴承、风动工具、电器、电缆等制造业企业迅

速建立起来，技术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我国制造

业迈入起飞发展阶段［2］。
2． 6 应对新技术革命发展高新技术制造业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了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
航天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70 年

代以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型材料技术为标

志的新兴产业蓬勃兴起。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

究会自 1982 年成立以后，成为传播新技术革命信息

和研究应对之策的重要学术团体。讨论新技术革命

与制造业的文献，主要关注的问题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新技术革命对于制造业的影响。新技术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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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对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影响，主要表现

在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了技术驱动，经

济结构调整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

化。美国制造业的技术变化和劳动组织变化，表现

为基于自动化加工过程的程度持续提升，日本制造

业运用新技术带来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与服务

业一体化，新技术革命促进了制造业系统性变革和

竞争能力提高［14］。
二是分析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变化态势。新技术

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的突飞

猛进，带来了全球制造业技术升级换代加速，带来了

制造业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分工细化，带来了高技术

制造业的快速成长，带来了制造业迅速走向服务化，

带来了跨国公司全球化和网络化布局的新架构。新

技术革命激发的创新，决定着制造业新的发展方向，

我国应当积极发展知识型制造企业，推动制造业与

信息业的深度交叉融合［15］。
三是提出应对新技术革命挑战的策略。由于新

技术群类很多，任何国家都难以推进新技术门类同

频发展，均采取了根据国情选择重点领域发展新技

术的方式。针对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特点，根据世

界新技术发展的趋势，我们应当坚持有所为有所不

为的发展战略，尽量选择经济效益好的适用技术，尤

其是优选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不断进行优化选

择与创新，积极发展高新技术制造业，从而形成多层

次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努力在较短时间内实现

我们的战略目标［16］。

3 2001 － 2020 年: 从加入世贸到全球制造
业榜首

21 世纪，是全球化、智能化、绿色 化 的 时 代。
2001 年 12 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制造业迅

速融入全球制造业体系，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迅速

增长，2007 年超越日本成为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二，

2010 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并保持至今。这一

阶段，关于制造业的热点问题主要是如何应对加入

WTO 后的挑战，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

国制造业如何由大到强，如何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

造，实现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呈现出范围广、精度

高、程度深的显著特征。
3． 1 加入 WTO 的机遇及应对策略

针对 WTO 带来的新机遇、新形势、新挑战的研

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入世对于制造业发展的机遇。加入 WTO，

中国制造业可以扬长避短，利用 WTO 机遇融入全

球生产体系，做大中国制造业规模，同时“入世”必

将带来跨国公司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带来全球制造

业布局的动态变化，中国制造业需要调整优化发展

战略，以更好地适应制造业全球化趋势，实现中国制

造业的跨越式发展［17］。
二是入世对于引进外资的影响与对策。加入

WTO 后，外商不但会利用中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发

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可能会利用中国综合商务成

本低和庞大市场优势，投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尤

其是知识密集的高新技术企业，从而对中国经济发

展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制造业发展应当优选外

资、优选产业、优选企业，重点引进跨国公司，加大香

港与内地以及两岸经济合作等，以不断优化制造业

结构和持续发展能力［18］。
三是加入 WTO 影响较大行业的应对策略。加

入 WTO 对于中国制造业各个门类产业，特别是面

向全球市场进行布局的制造业，如家电制造业、机械

制造业、玩具制造业等，总体上是机遇大于挑战，我

们应当积极制定全球化发展战略，深度融入全球生

产体系，充分利用全球市场放大制造业发展空间，并

努力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19］。
3． 2 世界制造业中心与全球竞争力

日本通产省 2001 年发表白皮书第一次提到中

国已成为“世界工厂”。自此，从全球视角关注中国

制造业发展的研讨不断深入，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工厂。从全球制造业的

发展趋势与中国制造业发展态势看，中国具有其独

特的经济发展特征，伴随着制造业的全球化，中国可

以运用低成本优势和庞大市场空间而成为世界工

厂。但前提是中国制造业必须用好全球制造业重新

整合和布局的机会，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找准定

位，持续优化产业结构［20］。
二是国际制造业结构重组。随着中国制造业融

入全球体系，必将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前后

夹击的双重挑战，中国要始终把制造业的发展作为

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充分发挥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和竞争优势，积极促进制造业升级，特别要在战略性

的高科技产业链中取得竞争优势并加以突破，不断

提高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从而建立起具

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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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 2020 年版“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表明，中国

制造业全球竞争力连续四年排名第二，仅次于德国。
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全球占比为 28． 2%，高于排名第

二的欧盟( 18． 9% ) 和第三的美国( 15． 3% ) 。但中

国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世界产业链和价值链中下游

阶段，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仅为 2726 美元( 2018 年) ，

与德国( 9148 美元) 、美国( 6762 美元) 、日本( 7556
美元) 、新加坡( 10974 美元) 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

较大差距。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强化基础

研究，加强对前沿理论和前沿技术的布局，针对薄弱

环节制定实施针对性战略性创新计划，强化科技链

和产业链的融合创新［22］。
3． 3 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路径

伴随着中国制造业规模成为世界第一，环境污

染严重问题日益引起广泛关注，制造业如何实现可

持续发展，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型发展等问题，成为学

者们的讨论热点。关于中国制造业转型发展战略和

发展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制造业新型化道路。面对制造业的全球

化、信息化、绿色化趋势，中国制造业应当坚持扩大

规模同时提升质量，不断向产业高端攀升，中国制造

业必须走经济效益高、创新能力强、环境持续友好的

新型制造业道路［23］。
二是区域制造业集群发展。中国制造业的集群

发展特征明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制造业集

聚成效显著，许多重点城市群形成了独特的制造业

竞争优势，然而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区域制造

业结构趋同、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全球竞争绩效不高

等问题突出，因而，强化制造业区域集群化发展，形

成区域性创新中心，应当成为区域制造业发展、提升

全球竞争力的关键路径［24］。
三是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业从比较优势

到竞争优势的战略转型必须加快，应当加强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中国制造 2025 战略，积极推

进制造业的持续创新和转型发展，更加重视制造业

与服务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同发展，积极提

升先进制造业发展质量［25］。
3． 4 制造业智能化与智能制造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众多，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

方面。
一是关注发达国家制造业发展战略。2008 年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纷纷实施重振制造

业战略，以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美国的再工业化

和德国的工业 4． 0 战略尤为引人关注。美国之所以

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就是希望依赖于构建国家创

新网络、发展高水平生产性服务业重振先进制造业。
德国为了提升制造业持续创新发展能力，连续出台

三大战略，密集推出创新政策，德国实施的工业 4． 0
战略预示着全球制造业创新发展方向［26］。

二是探讨两化融合的阶段特征。信息化与工业

化融合发展，具有时代必然性和经济发展阶段性特

征。中国制造业的两化融合，走过了工业化带动信

息化、工业化与信息化互动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

已经进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为主的创新发展阶段，

重点是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两化融合走向深

入，发展壮大工业数字经济，带动制造业资源配置效

率优化、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从而实现中国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27］。
三是研究智能制造主攻方向。2016 年，中国工

信部和财政部印发《智 能 制 造 发 展 规 划 ( 2016 －
2020 年) 》提出，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

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生产、管
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学

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
我国智能制造应当把掌握核心技术、大规模个性化

定制作为主要方向，努力形成较为完整的智能制造

标准体系，以力求引领制造业持续深化智能制造创

新程度。智能制造程度高低的评价，可以从基础

( 智能技术) 、应用( 智能应用) 和效益( 智能效益)

等层面进行系统性评价［28］。
3． 5 制造业绿色化与双碳约束

2030 年实现碳达峰、2060 年实现碳中和，是中

国对世界作出的承诺，也是中国制造业创新发展的

规范约束。围绕着制造业绿色发展和减排降耗的研

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阐述绿色制造是持续发展客观要求。中国

制造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

题，中国制造业发展必须转变方式，积极发展绿色制

造业。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和低碳创新系统是制造

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创新发展的动力在于经济

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协同［29］。
二是探讨实现双碳目标的主要路径。制造业是

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源，在双碳目标约束下，必须加

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产品结构，持续深

入推进节能降耗减碳治污，大幅推进绿色产品、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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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等建设与发展。未来制造业增长机会将较多聚

集于高端制造业、IT 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制造业以及

相关的互联网制造业等［30］。

4 结论与启示

纵观 70 年关于中国制造业的学术讨论文献，学

术研究的关注焦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 1 )

1949 － 1978 年期间，关于制造业的学术文献，主要

是介绍制造业知识和苏联等国家的制造业动态，少

量涉及制造业工艺过程等; ( 2) 1978 － 2000 年期间，

关于制造业的学术文献，重点是国民经济结构调整、
乡镇工业和外向型发展，既有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分

析，也有引进外资和外向型制造业发展机遇分析，以

及乡镇工业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的研究讨

论; ( 3) 2001 － 2020 期间，制造业的学术研究，关注

的焦点主要在加入 WTO 后制造业发展机遇、世界

制造业中心、两化融合与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双碳

约束等问题探讨，研究制造业发展的视角从国内拓

展到全球，从产业问题拓展到经济、科技、智能化、绿
色化等综合问题以及全球竞争等热点主题。

中国制造业 70 年的发展历程，是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核心历程，也是中国奇迹的关键历程，回溯研

究中国制造业 70 年的学术文献，对于分析中国制造

业发展的轨迹和成功的原因具有理论意义，对于中

国制造业由大到强的创新发展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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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public companies in the demonstration project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
tion Technology as researching samples，the paper chooses Ｒ ＆ D as an indicator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in innovative
investment，and patents as the indicator in innovative production． This paper uses DEA cross efficiency model to measure innovation ef-
ficiency of Chinese intelligent －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uses amendment gravity model to confirm network correlation relation of inno-
vation efficiency of Chinese intelligent －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use community algorithm and secondary assignment program to reveal
the evolution law and driving factors of network structure． The innovative efficiency network consists of 4 sectors，with uneven innova-
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low integration between highly cohesive subgroups within each sector． For instance，Jiangsu，

a China’s Eastern province that witnesses a highe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nsiv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lo-
cally or in nearby provinces，stands on the centre of innovative efficiency network in terms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Thus，it has a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local enterprises and that of nearby provinces． Nevertheless，it can hardly boost the innovative ef-
ficiency of trans － regional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ompanies，merely shows the spillover effect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ompa-
nies in nearby provinces． And 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in Western China like Xinjiang，Shaanxi，has a stronger inde-
pendent correlation and not in the grip of othe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as their positions are is the edgy of innovative effi-
ciency network． Spatially，the innovative efficiency network community shows a evolution from regional community that prioritises
neighbouring regions to transregional community． In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ompanies，the innovative effi-
ciency network was driven mainly by geographical proximity． While the rapid development gradually weakens this effect and the indus-
trial proximity and social proximity comes into force． On this ground，the innovative efficiency network will evolve to regional obscurity
in a“Core － Edge”form for community structure．

Based on our researching conclusion and the realities in China’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three policies need to take in-
to considerations: First i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innovative efficiency network space i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om-
panies，with key enterprises playing leading role in innovation． Second is to balance development levels in different regional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ird is to give a full push to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mai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ectors． From the
vision of community structure，the paper analyses the drivers to evolve efficiency network i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and in-
vestigates the influences that the multi － dimensional proximities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shows to network evolutions，which provides an reference to when and where to build innovation network for intelligent companies，and
fills up the theoretical gap for the research in evolutionary and driven ingredients of innovative efficiency network in intelligent manufac-
turing companies．
Key words: intelligent －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novation correlation; network structure; evolutionary dr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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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year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rom simple processing to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LI Jian － xuan

( Business School，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Abstract: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irst，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 mainly focused on the Soviet Union’s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experience，basic knowledge of manufacturing de-
velopment，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ystem． Second，from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accession to the
WTO，China mainly focuses on the adjust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township industry，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the de-
velopment experience of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 regions) and the reception of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ird，since its ac-
cession to the WTO，China mainly focused on integrating into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building the world manufacturing center，
green manufacturing，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global manufacturing competition．
Key words: processing and manufacturing; export － oriented strategy; world manufacturing center; green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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