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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特点和对策 

郑臻 

江南大学北美学院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现代管理技术等向传统产业的渗透，不断催生

出众多的新兴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AMI)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对一个国家和

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探寻浙江省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特点，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对策，有助于

促进浙江省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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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历史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工业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制造业在工业中处于基础和主导

地位，其内容十分广泛。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各种商品，各行业所需的生产设备等都是制造业生产出来的，具体包括电子、

机械、汽车、石化、纺织、生物医药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对制造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国各地区

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要现在未来的发展中占据有利态势，必须要足够重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浙江省作为制造业大省，在经济转型期间，应优先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的投入力度，提升先进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抓住全

球金融危机与制造业全球化带来的重大历史机遇，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先进制造企业，对浙江省经济乃至全国经济

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先进制造业概述 

1.先进制造业的内涵 

先进制造业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我国国民经济行业类别中也没有对其作出具体的分类，是近些年来才被我国专家和学

者所广泛关注和研究。根据国内外相关学者对先进制造业的研究分析，本文认为，先进制造业是指相对于传统制造业而言，不

断吸收各种高新技术成果(计算机、通信、人工智能、新材料以及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等)，将其渗透到产品的设计、制造、营

销和管理等所有环节，并且实现优质、高效、清洁、灵活的生产，以实现较好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 

2.先进制造业的特征 

(1)产业先进性。先进制造业主要采用当今世界最前沿的计算机、通信、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生

产的产品具备高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其中高技术产业或新兴产业就是典型的先进制造业，其中也包括采用先进制造技术来生产

的传统制造业。 

(2)技术先进性。采用先进制造技术是当今世界先进制造业的典型特征。在先进制造的初步研发设计、制造、服务和用户反

馈的价值创造过程中，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技术，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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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先进性。先进制造业采用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管理方法是管理主体根据管理目标作用于管理客体，以实现管

理的原则、方式、工具和手段。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管理信息系统(MIS)广泛应用于先进制造业，并创造了全新的管理方法，如

人工智能、虚拟技术等。它强调既要发挥团队精神，又要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协作中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3.先进制造业的分类 

笔者将先进制造业分为装备制造业、钢铁行业、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化工、汽车制造、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生物医药 7 个

大类及其细分的 16个小类，如下表所示： 

 

浙江省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特点 

1.先进制造业产业规模发展速度有所减慢 

2013年，浙江省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1701亿元，比上年增长 8.5%。其中，重工业增加值为 5029亿元，增长 10.0%；

规模以上工业销售值达到 61837亿元，比上年增长 7.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出口交货值 11600亿元，比上年增长 2.2%；全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33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2%。从这些数据可看出，浙江省先进制造业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

头。 

图 1是 2008～2012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及历年增长率。从中可看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虽浙江省工业总产值

不断增长，但增长率趋于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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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产业水平的高低主要反映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近年来，浙江省先进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在国内已居于领先

优势。其中，2013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达 16715亿元，比上年增长 24.4%，高于工业总产值增幅 17.2%；新产品产

值率 26.3%，比上年提高 3.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2993亿元，增长 10.3%，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 25.6%，比上年提高 0.3%。

全省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效益位均居全国前列。 

图 2为 2008年以来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新产品产值增速情况。从中可看出，新产品应对市场的能力相对较强。当

工业总产值出现快速下滑时，新产品产增速也呈现回落态势，但相对于总产值仍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回落幅度也明显小于总

产值。而当工业总产值出现回升时，新产品产值增速也迅速回升，且增幅较前者快。由此得出，新产品对市场始终具有较强的

驾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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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形成明显的产业集群 

浙江省各市县结合当地的比较优势，努力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基地，初步形成了以杭州、宁波、温州为核心的先进制造业

产业基地。如杭州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着力打造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基地；宁波利用港口区位优势，实现港口工业大发展；

温州依托轻工业优势，加快轻工业大发展；台州将打造“九大工业品制造之都”；嘉兴积极承接上海产业转移，致力将浙北打

造成为先进制造业发展基地；绍兴将实现构建以化纤为主要特色的世界纺织品制造基地的发展目标；湖州、金华、衢州、丽水

也积极高起点规划产业布局，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以特色产业为主体规划先进制造业基地。 

4.产业外向度较高 

 

产业外向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目标产业参与国际相关产业经济分工的广度与深度。产业外向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该

产业利用外资的能力、对外贸易水平、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对国际上相关产业的影响力。它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目标产

业开放型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 

2013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全年进出口总额为 3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7.5%。其中，进口额 870亿美元，同比下降 1.0%；

出口额 2488亿美元，同比增长 10.8%。图 3反映了 2013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对主要国家或地区出口的情况。 

 

提升浙江省先进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对策 

1.以园区建设为重点，大力推进产业集聚 

(1)全省要加大建设特色产业园区的投入力度，培育先进制造业基地，强化园区的集聚功能，发挥园区研发中心、制造中心、

营销中心、服务中心的作用，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企业的速度，力争在未来几年培育出在全国范围内知名的高新产业园区和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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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企业。例如，加大对省级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国家海洋星火特色产业带、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出口基地等的投入和建设，

发挥这些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带动作用，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2)发挥龙头企业的引导作用，促进产业园区各相关中小企业相互合作，重点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并加大对高新技术产

业的研发和投入力度，推动整个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化发展。 

2.实施技术创新工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先进制造企业通过与国内外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合作，提升自主技术创新能力。高新技术企业要加大研发投入，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技术创新是企业创新的重要内容，主要涵盖产品、材料、工艺和生产手段等方面的创新。技术创新在相当程度

上能促进产品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对企业占据市场竞争优势地位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技术创新是增强市

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3.加强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科技创新环境 

(1)大力实施科技孵化器工程，争取在三年内建设好国内外一流的科技孵化器，提供一流的基础设施和工作环境，引进科研

院所在浙江省设立分支机构，推动区域产学研基地建设。 

(2)建设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核心、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为骨干、全省高新技术企业互联的主干网络，积极推进先进制造业

电子商务发展进程，实现市场开发、产品营销等环节的电子化与信息化，为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信息服务。 

4.实施人才提升工程，为高科技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1)制定灵活的引才机制。注重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建立和完善人才创新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人才的创造积极性。 

(2)多渠道培育人才。企业可以每年从人力资源开发资金中安排专款组织人才培训工作，鼓励企业优秀员工参加专业培训，

或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做专题讲座，定期选派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科技人才到高校或研究机构进修，让他们掌握更多的知识和

技能，从而满足先进制造业快速发展对经营管理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同时，建立人才库，开通科技论坛，组织科技人

员开展学习和交流。 

(3)深化用才机制改革，如实施人才技术参股，从而激发科技人员创造积极性，为高科技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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