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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高端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产业规模迅速扩张，

“两化”建设、“两业”融合和“标品”培育等走在全国前列，

但也存在着发展瓶颈和掣肘。南京财经大学程永波主持的江苏

省经济专项课题“江苏推进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财

政政策研究”，基于全产业链的视角分析江苏高端装备制造业

发展的基本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建构江苏高端装备制

造新格局的对策建议。

一、江苏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发展现状

1.上游“两化”建设日见成效。目前，我省高端装备产业链

数字化生产线、生产管理信息化系统等“两化”基础设施建设初

具规模。据调查，数字化和信息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 60%

的高端装备企业占比 76.5%，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 60%的企业

占比 82.4%；信息化主导引领能力达到 50%的企业占比 76%。同

时，“两化”新基建发展成效持续推动高端装备智能化转型，我

省高端装备企业在实时传感、智能控制和自主决策等方面开始与

5G 技术逐步融合。如，我省首条 5G 地铁专列于 2019 年 12 月在

无锡正式开通，无锡也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地铁 5G 网络全覆盖的

城市。

2.中游“两业”融合持续推进。截至 2020 年，我省已有 159

家单位开展首批“两业”（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试点

工作，其中，高端装备试点单位数达 15.7%，位居全省行业试点

单位数的首位。另据调查，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汉云平台

已连接超过 80 万台设备，拥有设备型号近 3000 种，已建成国家

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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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60%的高端装备企业占比 35.3%，“两业”融合初见成效；此

外，全省高端装备企业也开始与互联网逐步融合，已搭建起省级

工业互联网平台 66 个，接入设备 1000 余万台。

3.下游“标品”培育不断增强。在高端装备领域，我省“标

准化+品牌化”（以下简称“标品”）培育力度不断加强。据统计，

2018 年我省共获批轨道交通、智能制造等 6 个国家高端装备制

造业标准化试点项目，数量位居全国首位；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

高端装备企业数量占比 31.7%，其中，自主品牌数达到 4 个的企

业占比 18.5%。同时，“江苏品牌”竞争力凸显，高端装备制造

企业初步掌握品牌话语权。据统计，目前，江苏拥有国际知名品

牌的高端装备企业数量占比 5.9%，拥有中国著名品牌的企业占

比 15.9%。

4.全链“联动”局面基本形成。目前，我省已初步形成航空

装备、轨道交通装备、智能制造装备和海洋工程装备等知名产业

集聚区。其中，徐州工程机械、靖江船舶制造等产业集群先后荣

获“全国百佳产业集群”。2020 年，我省高端装备全产业链供给

配套能力达到 35.2%，上中下游产业初步实现联动发展。据测算，

全省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产业基本涵盖了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各个

环节，其中，上游企业数量占总企业数的比重达到 29.4%，中游

企业占比 52.9%，下游企业占比 17.7%；产业链带动力达到 50%

的高端装备企业占比 82.4%，聚集力达到 60%的企业达到 73.5%。

二、江苏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存在的问题

1.上游“两化”基础设施不完善。据调查，我省数字化和信

息化研发设计普及率达到 70%的高端装备企业占比仅为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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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不足 80%的企业占比达到 70.6%，实现数字化

全覆盖的企业占比仅为 17.7%，“两化”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

“两化”转型升级滞缓，制约了高端装备“智造”转型。据调查，

智能生产线、智能工厂等智能化基础资源普及率达到 70%的高端

装备企业占比仅为 42.4%，而智能化基础资源普及率不足 40%的

企业占比却为 18.8%，阻碍了高端装备产业链智能化发展进程。

2.中游“两业”融合黏度不充分。一是“两业”融合“拉力”

不够。据调查，我省生产性服务业投入占总投入比重达到 40%的

高端装备企业占比 17.6%，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程度达到 80%的企

业占比也只有 22.3%。同时，“互联网+”融合达到较高水平的高

端装备企业占比仅为 41.6%，高端装备制造业未能充分利用生产

性服务业来赋能高质量发展。二是“两业”融合推力不足。据调

查，生产性服务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达到 50%的高端装备企业占

比仅为 17.4%，该占比不足 20%的企业占比却为 65.1%，这说明

生产性服务业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能并不充足。

3.下游“标品”契合机制不健全。一是高端品牌标准化有待

加强。据调查，目前我省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高端装备企业数量

占比 38.8%，参与行业标准制定的企业占比 15.6%，参与技术规

范制定的企业占比仅为 3.9%，表明我省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程度

不高，亟需提升品牌标准化的高度。二是国际品牌标准化有待提

高。据调查，现有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程度达到 90%的高端装备

企业占比仅为 23.5%，拥有 5 个及以上自主品牌的企业占比仅为

14.1%；同时，被认定为国际知名品牌的自主品牌数占企业自主

品牌总数的比例仅为 10.2%，这主要在于“标准化+品牌化”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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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机制不顺畅。

4.全链“联动”整体效应不显著。一是产业链协同发展水平

不高。据调查，我省产业链协同发展水平处于较高位置的装备企

业占比仅为 17.7%，产业链带动力达到 80%的企业仅占 29.4%，

聚集力达到 70%的企业仅占 41.6%。二是全产业链两端叠加承压。

当前，受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等影响，我省高端装备优势产业链

面临断供与滞销风险并存的状况，上游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尚未完

全突破，下游企业国内外销售市场不稳定，产业链不协同现象凸

显。据调查，全省核心技术尚未完全实现自主可控的高端装备企

业占比达到 45.1%，国内、国外销售市场稳定性程度达到 80%的

企业占比分别仅为 51.0%和 29.4%。

三、打造江苏高端装备优势产业链的对策建议

1.加快上游“两化”转型升级，培育智能制造新动能。一是

加快培育关键技术。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重点摸排高

端装备“链主”企业关键技术，给予专项政策扶持，加快突破高

端装备产业链无人操控和无线组网等“卡脖子”技术，提升“两

化”技术水平。二是推动企业“两化”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企业

加大“两化”新基建资金投入，加强对企业工艺流程和生产环节

等进行数字化和信息化改造的力度，全面提升“两化”基础设施

的覆盖广度和深度。三是促进“两化”基础资源共享。构建科技

创新集聚区，引导更多有条件的企业与国内外高端平台载体开展

合作和共享开放通信基础设施，为企业数字化和信息化转型提供

智能支撑。

2.推进中游“两业”提质增效，夯实高端制造新根基。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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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服务化根基。依托以智能制造装备、轨道交通装备和航空航

天装备为重点的产业园区，搭建以互联网研发设计、智慧信息和

智能仓储为主要功能的服务平台，培育以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

同、服务化延伸和个性化定制为特征的产业链新模式，进而推进

“两业”融合的双提升。二是促进服务化转型。借鉴行业标杆企

业“两业”融合方案，鼓励企业运用研发设计、金融保险等生产

性服务手段，培育企业加强对生产性服务业在技术、管理和制度

等方面的创新意识和变革能力，抢占服务化转型先机。

3.增强下游“标品”融合对接，打造现代制造新名片。一是

加大行业标准研制的激励力度。这方面可以借鉴广东的做法，通

过全面开展标准化试点工作，引导“链主”企业瞄准国际标准，

资助企业主动参与全产业链标准的修制定，彰显我省品牌标准化

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二是加快培育高品质“江苏名片”。支持“链

主”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加快对接世界制造业强国的

先进标准，开展标准“领跑者”行动和品牌“追赶者”计划，打

破“中低端标准+中低端技术+中低端市场”的固有路径锁定，打

造江苏国际知名品牌。

4.创建全链“联动”发展模式，建构江苏制造新格局。一是

构建创新联动发展机制。通过孵化并培育高端数控机床及成套装

备、关键零部件等省级智能装备领域创新中心，加快建立以企业

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知识产权利益共享为纽带的政产学研

协同创新的发展模式。二是构建智能联动发展机制。鼓励并支持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对接省重点云服务平台，在翔实梳理产

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特征的基础上，构建生产协同和风险预警系



— 7 —

统，以信息化手段管控“断链”风险。三是构建集群联动发展机

制。建立以“链主”企业为头部的行业发展联盟，在以政府支持、

股权合作、成果共享为内涵的市场化机制运营下，培育有地域特

色的产业链集群和产业园区，切实提升江苏高端装备制造的核心

竞争力。

（作者程永波，系南京财经大学校长、研究员）



— 8 —

本期送：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

中宣部、全国社科工作办公室、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省社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有关厅局及高校、各市

委市政府领导同志、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省直宣传文化

系统各单位负责同志

本部各部领导、各处室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政策法规研究室编 共印 260 份 苏简字 1003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