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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26 日， 由国家制造强国建设

战略咨询委员会 （以下简称 “战略咨询委”） 主

办、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承办的 《中国

制造 2025》 重点领域技术创新路线图 （2017 年

版） 发布会在北京召开。 发布会重点对两年多来

《中国制造 2025》 十大重点领域产业、 技术取得

的主要进展，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以及未来几年

的重点创新方向等进行分析和解读。 全国人大常

委会原副委员长、 战略咨询委主任路甬祥， 工业

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辛国斌出席发布会并致辞。

1 发挥引领和指导作用

据介绍， 本次修订沿用了 2015 年版技术路

线图确定的十大重点领 域及 23 个优 先发展方

向， 并在原有基础上根据各个发展方向的具体

情况， 补充了关键材料和关键专用制造装备等

内容。 并对 《中国制造 2025》 十大领域中的九

大领域， 20 个重点方向， 数百项重点产品、 技

术的种类、 参数、 量级及目标等进行了认真细

致的调整和优化。

新版技术路线图将继续发挥引领和指导的作

用， 引导广大企业和科研、 教育等专业机构探索

未来发展方向和重点， 引导市场和社会资源向国

家的战略重点有效聚集， 更可以成为政府部门设

计公共政策的有力工具。

路甬祥表示， 新版技术路线图发布以后， 要

多措并举， 深入做好后续的宣传、 解读和辅导工

作， 充分发挥技术路线图对于我国制造业的引导

作用， 切实把院士、 专家们的智慧结晶， 转化为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新动

能。 一是要通过各种形式， 加强宣传、 解读和辅

导工作， 加快引导市场主体理解、 掌握和使用新

版技术路线图； 二是要加快把推进制造强国建设

的相关重点工作， 特别是实施五大工程、 创建

《中国制造 2025》 国家级示范区、 落实 《中国制

造 2025》 分省市指南等， 与新版技术路线图结合

起来， 引导相关重点任务的实施， 及时根据新变

化、 新趋势， 对技术研发、 重大专项、 人才培育、

产业政策等方面进行调整； 三是要根据技术路线

图确定的重点领域或方向， 在战略咨询委研究设

立若干专业分委会， 进一步充实战略咨询委的专

家力量， 提高决策参谋的针对性和专业化能力。

2 《中国制造 2025》 实施成绩显著

辛国斌指出， 《中国制造 2025》 是我国实

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2015
年 9 月， 第一版技术路线图的发布， 引起了各方

面的广泛关注， 为我国制造企业研发投入和技术

创新提供了重要参考， 对加快我国制造业创新发

展、 引导市场和社会资源向国家战略重点有效集

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发布实施两年多来， 制造强国建设取得积极

进展和成效： 一是着力强化顶层设计， 绘就制造

《中国制造 2025》 2017版技术
路线图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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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建设蓝图； 二是狠抓重点领域发展， 取得一

批重大成果； 三是强化创新驱动发展， 制造业创

新体系不断健全； 四是大力发展 “互联网+制造

业”， 智能制造等新产业、 新业态、 新模式大量

涌现； 五是深入推进结构调整， 产业转型升级明

显提速。

辛国斌强调， 这些进展和成绩的取得， 进一

步巩固了我国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为我

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做

出重要贡献， 也为我国加快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

强国转变的历史性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辛国斌表示， 当前， 全球制造业发展趋势和

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技术迭代更新速度不断

加快， 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日新月异。 为及时反

映制造业发展的新动向、 新情况、 新问题， 向各

界提供与时俱进的参考和指引， 战略咨询委于

2017 年初启动技术路线图的修订工作。 参与本

次修订工作的 400 多位院士、 专家在深入调研

我国重点产业技术领域发展现状， 密切跟踪全球

产业技术最新进展， 认真梳理各个领域存在的短

板瓶颈基础上， 对企业技术需求和各领域技术创

新发展目标、 关键环节、 关键材料、 关键装备等

进行细致的修订， 形成 2017 年版技术路线图。

新版技术路线图是目前我国制造业领域中最具科

学性、 前瞻性、 权威性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研究

成果， 在为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创新决策依据方

面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3 三个格局仍然没有改变

辛国斌表示， 组织实施 《中国制造 2025》
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社会各方广

泛参与、 共同努力。 在推进制造强国建设过程

中， 不仅重视发挥规划和政策的引导作用， 更

加注重发挥 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

努力营造有利于凝聚社会各方面力量， 形成建

设制造强国强大合力的良好环境。 战略咨询委

组织研究编制和发布 《中国制造 2025》 重点领

域技术创新路线图， 是发挥第三方咨询机构和

专家的智慧， 为市场主体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

持的一个重要体现。

辛国斌强调， 《中国制造 2025》 的实施取

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当前，

有三个格局仍然没有改变： 一是关键核心技术和

装备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 二是在全球

产业链分工中， 整体上仍处于中低端的格局没改

变； 三是前堵后追、 两面夹击的外部竞争环境格

局没有根本改变。 当前我国制造业的重点领域还

有很大一部分与世界强国存在较大差距。 要看到

这个差距， 保持清醒头脑， 加快实现制造业由大

变强的历史性跨越。

技 术 路 线 图 编 制 专 家 组 的 研 究 表 明 ， 到

2025 年， 我国通信设备、 轨道交通装备、 电力

装备三个领域将整体步入世界领先行列， 成为技

术创新的引导者。

发布会上， 中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主任、

战 略 咨 询 委 委 员 屈 贤 明 介 绍 了 技 术 路 线 图

（2017 年版） 的修订情况， 并展望了 2025 年重

点领域技术创新趋势。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

702 研究所吴有生院士、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杜善义院士、 清华大学软件学院王建民院长分别

对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航天装备、 操作

系统与工业软件领域的新技术路线图进行分析和

解读。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卢山院长分

析了 《中国制造 2025》 实施以来十大重点领域

产业发展变化情况。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吴 金 城 副 主 任 结 合 上 海 市 落 实 《“中 国 制 造

2025” 分省市指南》 情况， 介绍了当地推动重

点领域创新发展的做法和成效。

（来源： 中国工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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