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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湖北省产业链现代化的路径与对策 

涂人猛
1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7） 

【摘 要】：产业链现代化就是要伴随促进产业链转型升级、高端化，提升产业链的控制力和主导力。实现湖北

省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要从推动产业链发展基础高级化，培育产业链核心企业，增强产业链的控制力，建立

完善的产业链体系等方面着手，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控制力的现代产业链体系。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又要求我们

加大基础性科技研发的力度，以企业为核心主体构建完善的科技研发创新体系，为产业链现代化、高端化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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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是伴随企业不断发展并形成分工与合作成为紧密联系于一体的产物，是产业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产业链现代

化则是 2019年 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首次提出的概念，它“包括产业基础能力提升、运行模式优化、产业链控制力增

强和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的内容”。
[1]
实现湖北省产业链现代化就是要构建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断提高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

增强产业链的市场竞争力，提升产业链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实现湖北省由“产业大省”向“产业强省”转变。 

一、全球产业链重构给湖北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会 

从中美贸易摩擦到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整个世界经济都受到重创，也使欧美传统经济强国认识到产业空心化带来

的不利影响，纷纷打算把制造业撤回本国，避免过度依赖中国产业链，将改变产业的国际分工格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

重构。而湖北作为疫情重灾区，从开始面临的产业替代风险转变为全球产业链重构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众多的国

际化产业链条面临国外部分企业供应链的断裂而无法有效运转，对湖北产业链的建设和重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但新的产

业发展环境，在给湖北产业发展带来众多挑战的同时，也为湖北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对湖北省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一）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构建湖北具有强大控制力的现代产业链。 

这次全球疫情暴露了湖北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一些问题，产业链的完整性不够，与国际产业链条接轨和匹配不足，尤其

是一些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受制于外国。产业短期发展的逆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将进一步推动企业自主创新，

促进关键环节产品的国产替代进程步伐，而湖北省作为我国科技大省，“拥有 1个国家研究中心、27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9个

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70个省重点实验室、660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 372家省级校企共建研发中心，科技人员近

40万”，1建立有国家存储器基地、国家商业航天产业基地、国家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生产基地、网络安全与人才创新创业基

地四大国字号基地，形成了覆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创业培育的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初步构建了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为湖北打造具有强大竞争力和控制力的产业链体系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以华工科

技为核心的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甘棕松团队研发出9nm尺寸的光刻机，有望使我国芯片生产逐步摆脱世界光刻机巨头荷兰AS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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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垄断，改变我国芯片制造业严重落后的格局；而长江存储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64 层三维 NAND 闪存芯片的量产，以及研

发出 128 层的 NANDflash 存储芯片，打破了三星集团对存储芯片的垄断，意味着中国的存储芯片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对

湖北建设具有强大控制力的现代产业链体系起推动作用。 

（二）国产替代进程加速促使国内高端企业大规模进入湖北，推动湖北产业链不断现代化、高端化。 

面对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不断扩大技术封锁和瓦森纳协议的制约，国内一些高端企业开始加速产品的国产替代进程，

在国内寻找一些具有较好的运营环境和强大科技基础的地方重新布局企业发展格局。华为从 2007年在武汉建立武汉研究所，2012

年在武汉注册海思光电子有限公司，2018 年，位于东湖高新区武汉未来科技城的华为武汉研发基地也投入使用，成为中部地区

最大的研发基地，华为全球研发人员有十分之一在武汉，终端实验室与美、德、印全球同步，目前华为又在汉打造完整的鲲鹏

计算产业链，2020 年 4 月，“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东华软件股份公司、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明软件有限公司、长

保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澎思科技有限公司等 6 家华为公司上下游伙伴企业，围绕华为产业链等在湖北展开全面合作，

延伸湖北产业链条”。2 除华为外，紫光集团、TCL 华星、天马微电子、京东方等一大批国内高端企业在湖北进一步加大投资力

度，成为湖北打造芯屏端网产业生态的重要推动力；而 TCL 环保资源有限公司等一大批深圳电子信息企业，因在深圳市发展面

临土地资源匮乏、产业发展空间不足等问题，也将湖北作为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2019 年 6 月就与湖北签下投资额达 100 多

亿元的意向，涉及通信技术、电子信息、人工智能和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湖北省具有的强大科技研发基础和良好的营商环境，

在国产替代进程加快的环境下，将会吸引更多的国内高端企业进入，将进一步增强湖北省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链不

断现代化、高端化。 

（三）强大的中部市场建设为产业链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2019 年以来，湖北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打造中部强大市场，以国家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和新亚欧大陆桥经

济走廊建设为基础，依托湖北省拥有的长江“黄金水道”和京广线、沪昆线等交通大动脉构成的立体交通走廊优势，构建以中

欧班列、陆海新通道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为依托的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互联互通网络；在拥有武商、中

百等 4家商业上市公司，居中部第一的市场主体规模基础上，又建设了亚马逊、阿里、京东等 10余家国内外知名电商在鄂物流

基地，汉口北、九州通等一批知名物流企业（园区）形成辐射全国的态势；围绕湖北自贸区建设，出台营商环境“25 条”、降

成本“31 条”等措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促进投资贸易自由化水平提升，打造开放创新高地；应对消费市场中高端商品

需求增长迅速，服务性消费市场快速扩张等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推动商业模式不断创新，提升楚商核心竞争力，促进新经济、

新业态、新产业的不断形成和壮大，这次疫情中，光谷近 200 家互联网企业率先复工，推动武汉“无接触经济”异军突起，也

说明湖北省新业态经济和商业模式创新发展具有了较好的基础。中部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为湖北省产业链的升级和高端化，

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提升湖北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基本路径 

湖北省是一个具有较为完整产业链体系的产业大省，但产业链的发展存在新型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比较落后，与产业发展融

合水平较低，核心部件材料和技术存在短板，导致产业链掌控能力不强，产业转移形成的产业链替代风险较大等问题。提升湖

北省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关键在于夯实湖北省产业发展的基础，在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的基础上，加快培育产业生态链上的

主导企业，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和领域的突破，提升产业链的控制力和主导能力。其基本路径如下： 

（一）以新基建为突破口，夯实产业发展的基础能力。 

近期国家出台的新基建政策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与传统基建不同的是，

新基建内涵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方面内容，以促进产业数字化为核心，着力于建设产业发展的



 

 3 

软硬科技生态体系，不仅要进一步完善以“互联网+”等为特点软科技生态体系，更强调包括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

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多方面的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打造对产业发展具有强大支撑

的硬科技生态体系。 

新基建具有基础新、模式新、高科技、内涵丰富等特点。新基建既可以有效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筑牢产业发展转型升级

的基础，为产业链形成和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平台；同时，新基建又是以提高产业链的高科技含量、补齐产业链发展短板

为目的，更靠近产业端，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新基建还将催生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新商业模式为导向的新产业、新业态和

新模式，推动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核心特征的现代产业链形成和发展。对比湖北省提出的打造“芯屏端网”

为核心的现代产业链和十大重点发展产业，湖北十大重点产业中 70%的产业都属于新基建的范畴。以新基建建设为突破口，实施

和落实新基建政策，不仅可以为湖北省产业链的进一步发展夯实基础，打造产业链支撑平台，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而且与湖

北省重点产业发展的方向相一致，可以更好地促进湖北省重点产业链的建设和完善，增强重点产业链的核心竞争能力。 

（二）增强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核心能力，提升产业链控制力。 

推动湖北省由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转变，关键在于建设和打造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链体系。目前，湖北一些重

点产业的发展仍然存在“卡脖子”技术、产业基础和整体实力不足等问题。电子通信、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三

大世界级产业集群中，汽车产业链涉及德、美、法、日、韩等众多国家汽车企业，整个产业链不仅受到全球疫情的影响，一些

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还面临着“卡脖子”技术的制约；电子通信的优势在于光通信、显示面板和存储器等方面，部分高端激光装

备及核心零部件依然依赖进口，全国 50%以上的集成电路产业集中于长三角地区。提升湖北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找准产业发展

的定位，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明确关键技术和核心能力提升的方向，实施“芯屏端网”为核心的产业发展战略。 

在“芯屏端网”产业链中，“湖北有以华工科技为代表的 200 多家激光装备制造企业、产值占全国的半壁江山、国产替代

率达 90%以上的武汉激光产业集群，中国的‘五大’光纤生产企业中烽火通信、长飞光纤两大企业以及光迅科技、武汉凡谷、长

江存储、武汉新芯等涉及半导体元器件、半导体设备、射频前端、光模块、光通信设备、LED等多个领域的一大批企业组成的光

通信产业集群，以及以 TCL华星、天马微电子、京东方等三大龙头企业构成的面板领域企业集群等，产业规模突破 3000亿”。
3 同时，与之关联的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等汽车产业，又是湖北的第一大支柱产业。通过加大具有前瞻性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

研究的投入，增强企业原创技术的供给，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才能有效提升

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能力，增强产业链的市场竞争力和控制力。充分发挥湖北建设国家存储器、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新能源

和智能网联汽车、航天产业四大国家级产业基地的优势，加强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核心领域攻关，促进激光产业向激光自动

化、智能化产线、智能工厂等方向发展，推动汽车产业向“新四化”（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方向迈进。伴随先

进存储、信息光电子、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3 个国家级创新中心建设，在半导体显示、数字建造、卫星及应用等领域，还有一批

“卡脖子”关键技术需要我们不断创新和突破，从而有效增强湖北产业链的竞争力和地位，打造多个万亿级产业链。 

（三）实施“强链、补链、延链”工程，打造深度融合的现代化产业链条。 

经过近一二十年的发展，湖北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联系密切的现代产业链体系，目前世界产业

链的断裂与重构，对湖北产业链的发展必然带来深刻影响，我们有必要对湖北产业链实施新的“强链、补链、延链”工程，构

建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链。 

首先，要以“芯屏端网”为核心，十大重点产业建设为基础，打造“芯屏端网”为核心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新型汽车产

业集群和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集群三大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具有湖北特色的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建立完整的产业链体系

并形成核心技术和规模优势，不仅可以形成产业链发展的综合优势，增强产业链的市场竞争力，在全球产业链断裂的情况下也

可以保证供应链的完整性。而保持产业链构建的完整性，不仅要通过补链、延链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还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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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和其他省区的企业参与到产业链的建设之中。近两年引进的 6 家华为公司上下游伙伴企业，推进了华为产

业链在湖北聚集；在光谷未来科技大厦建设的集成电路大厦，吸引了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美国泛林集团、荷兰阿斯麦、美国科

磊等为代表的海外半导体巨头入驻，有效促进了湖北“芯屏端网”产业链条的延伸和扩展。 

其次，培育和壮大产业生态链中的主导企业，强化产业链的支撑主导地位。产业链的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地位，取决于产业

链条中的主导企业，这些主导企业拥有一批创新型人才，掌握着产业链的核心生产技术，通常具有行业的定价权，引领着行业

的未来发展方向。武汉在光电子信息方面构建了通信光电子、能量光电子、消费光电子三大产业链，以华工科技等一批行业领

军企业和两百多家关联企业为支撑，并拥有全球第一的光纤光缆生产规模，占国内市场的 2/3 份额，国际市场的 1/4 份额。[1]

只有通过不断培育和壮大产业生态链条上的主导龙头企业，才能进一步增强产业链的核心发展能力。 

再次，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链的国际分工地位。逆全球化只是一个短期现象，在目前经济

全球化、高度融合发展的格局下，湖北产业链的发展也离不开与国际产业链的融合与协调。只有充分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工

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数据中心、生物技术等新技术手段，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才能不断提升

产业链的竞争实力，提高产业链的价值水平，从而在产业链的国际分工中占据更高的地位。 

三、促进湖北产业链现代化的基本对策 

提升湖北省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促进湖北省产业链迈向中高端，关键在提高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而核心是拥有众多的高

端技术和科研人才作为支撑，这就要求不断优化体制机制，建立一系列完善的政策体系，打造优良的产业链发展软环境。 

（一）完善前瞻性基础研究机制，增强产业链发展的原始创新能力。 

基础性科技研究具有难度大、投入资金多、收益见效慢等特点，而这种基础性科技研究是形成产业链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

础。国家要进一步完善基础性科技研究的投入机制，在不断加大财政研发经费投入，推动国家级研发团队加强基础性技术研究

的同时，完善市场投入科技创新研发机制，如建立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研发的大基金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基础性、核心

技术研发领域，推出更多具有原创性和核心竞争力的科研成果，提升产业链在国际竞争和分工中的地位。 

（二）完善科技成果产权机制和转化机制，提高研发成果转化效率。 

研发成果通常是由科研团队集体研发的产物，体现了科研人员的创新价值，直接关系到科研人员的利益，需要明确研发成

果的产权属性和利益分配机制，并通过搭建完善的科研成果转化平台，建立多种有效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渠道和模式，构建高

效率的成果转化机制，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推动科技成果快速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产业链发展提供高质量的科技

支撑。 

（三）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 

企业是产业链运行的市场主体，也是推动产业链技术创新的主导力量。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推动云计算、大数据、新

能源、信息安全、生物技术等新技术在产业链构建中的运用，都要以企业为核心，通过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一体化的研

究开发机制，激发各类投资主体和市场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培育一批科技创新的产业生态领军企业和众多的专业化创

新发展企业，增强产业链创新发展的动力。 

（四）建立多类型人才培养体制机制，为产业链创新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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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迈向中高端、现代化，核心是人才支撑。人才作为现代产业发展要素，是推动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针对湖北

省产业转型升级、产业链不断高端化，需要建立经营管理人才、创新型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等多种人才培育机制和体系，通过完

善人才引进机制，围绕湖北省重点学科领域、创新方向、产业链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和重要领域，搭建符合人才集聚发展的平

台，吸引集聚全球优秀人才，支撑湖北省产业链不断高端化、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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