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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基础的概念范围不仅包括通常所说的“核心基础

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

术基础”，还应包括基础工业软件、机床和基础制造装备，

以及试验、检测、测量等仪器仪表和专用装备等，同时还包

括产业发展软实力，如标准化建设情况、产品质量水平以及

品牌知名度等等。

“十三五”以来，我国机械工业将“夯基础”作为主

攻方向之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攻克了一批制

约行业发展的基础共性技术，突破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关键零部件技术，部分基础制造装备及重大技术装备

取得重要进展。近些年，基础零部件、仪器仪表行业发展

速度一直高于机械工业平均水平。但是总体来看，我国机

械工业产业基础能力仍然不能满足产业快速发展的需求，

突出表现在共性技术研发能力薄弱、关键基础材料对外依

存度偏高、核心零部件依赖进口、先进加工工艺技术落后

等多个方面。

1 机械工业产业基础能力尚不能满足高质量发展需求

统筹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
——《机械工业“十四五”发展纲要》解读（三）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前言 
产业基础薄弱是长期制约我国机械工业发展的关键瓶

颈问题，《机械工业“十四五”发展纲要》针对这一问题，

将“统筹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作为五大战略任务之一，

提出要“高度重视机械工业产业基础能力的提升，针对构

成产业安全隐患的基础薄弱环节，以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为

抓手，以标准体系建设为支撑，实施质量提升行动，打造

优势民族品牌，为建设机械工业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牢固

的基础。”

我国机械工业基础薄弱现象由来已久，造成这一状况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历史原因。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工业基础十分

薄弱，很多机械产品，尤其是重大技术装备，都尚未形成自

主研制的能力，而率先了解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和服务的往往

是用户企业，为满足用户行业对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和服务的

需求，走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子。

其二，逆向发展方式导致基础环节滞后于整机发展进

程。改革开放以来，为尽快满足下游用户需求，装备生产企

业往往采取从后段工艺做起的思路，先做总装，逐步前推，

但对于机械产品来说，往往越是涉及基础能力的环节，自

主研发的难度越大，只有依靠进口。逆向发展的方式拉大了

基础滞后于整机及成套装备发展的步伐，导致高端基础零部

件、先进制造工艺的对外依赖情况愈加突出。

其三，行业间配合不够，上下游协同性不强是造成工

业基础薄弱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关键零部件产品相继研制成功，但新产品的推广应用却

遇到了很大困难。尽管国家出台了“首台（套）重大技术装

备保险补偿机制”“‘一条龙’应用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措

施，行业也逐渐注重加强产需对接力度，但实际效果有限，

下游企业对国产零部件信心仍然不足，很多零部件难以在大

范围推广应用中得到进一步改进升级。

2 多重因素交织，产业基础能力提升难度大

结合产业发展现状，《发展纲要》及各专业规划、专

题规划相互配合，循因施策，从多个方面提出了推动我国机

械工业基础能力提升的战略路径及措施建议。

（一）瞄准产业基础短板弱项，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3 循因施策，奠定坚实的产业发展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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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实施

《发展纲要》以专栏的形式，概括性地提出了关键基

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

基础工业软件等几方面的重点发展方向。未来五年，机械行

业应坚持自主创新，进一步聚焦市场需求量大、质量性能差

距大、对外依赖程度高的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

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基础工业软件等开展攻关，

分类分步组织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为此，与《发展纲要》

相呼应，轴承、液气密、模具，以及铸造、锻压、焊接等各

个专业规划提出了符合各自行业特点的具体任务。

如，轴承行业提出要以技术创新平台为核心，从体制

和机制、能力与实力、产出与效益等方面加强企业技术创新

体系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建设，同时推动与轴承产业有关的大

学、科研院所、企业研发平台着力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

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

液气密行业提出要针对行业“四基”能力薄弱的关键

症结，整体推进行业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

术基础的研发及应用水平的快速提升。重点突破高压液压

元件及系统、高效智能化液压部件与机电一体化集成系统、

高功率密度液力变矩器等一批标志性、带动性强的液气密

重点产品及装置，提升行业自主创新水平和集成创新能力。

依托国家在电力行业、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及高技术船

舶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加快高端产品的自主化步伐。

铸造行业将“质量优先”放在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

提出了在“十四五”期间将重点突破一批影响高端装备制造

业发展瓶颈的关键铸件自主化制造，同时要提高关键铸件产

品质量稳定性和性能一致性；强化关键共性铸造技术研究与

应用；重点发展一批高端铸造装备，并加快其在行业中应用；

加强铸造工艺数值模拟仿真技术研究与应用等。

模具行业针对当前的瓶颈问题，从产业安全角度出发，

提出要在“十四五”时期重点解决模具设计 / 制造工艺编程

（CAD/CAM）软件被几家国外企业垄断的卡脖子问题，突

破和完善模具模拟分析 CAE 技术的应用，并建议有关部门

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国内模具企业使用 CAD/CAM/CAE 自主

软件，以便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开发、完善、迭代，逐渐强大。

（二）加强产业技术基础能力建设，构建引领行业可

持续发展的产业基础设施体系

“十四五”时期，我国机械工业应顺应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需求为牵引，在标准、计量、认证认

可、检验检测、市场监管等方面加强一批产业技术基础公共

服务平台的建设力度，全面提升机械工业产品及服务质量，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品牌产品。

针对现行机械工业标准体系中，标准体系结构和布局

不完善，标准滞后和缺失，政府标准与市场标准的衔接配套

不够等问题，《机械工业“十四五”标准化发展规划》提出，

未来五年要加强需求引领，“围绕机械工业战略任务和重点，

统筹规划标准化体系布局，科学确定标准化工作重点领域，

合理安排标准化科研和制修订项目，满足机械工业提升产

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需要，提升标准化与机械工业

发展的契合度。”同时，该专题规划围绕十五个细分行业，

给出了标准化建设的重点方向。

针对行业的质量现状和质量提升存在的主要瓶颈及问

题，《机械工业“十四五”质量品牌发展规划》指出，“十四五”

期间，机械工业质量品牌主要工作将围绕加强机械工业质检

工作体系、机械工业计量工作体系、机械工业品牌战略推进

体系、机械工业质量人才培训体系建设开展，并大力推进机

械工业诚信体系建设。

（三）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优化产业基础发

展生态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遵循市场规律，

激发企业活力和创造力，鼓励中小微配套企业围绕大型主机

企业生产需求，开展技术和产品攻关突破，提升合作研发能

力；充分重视联合用户部门、下游企业联合开展协同攻关，

保证研发投入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集中力量、集中资源进行持续性的研发投入，保证研发投入

的长期可持续性；充分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对部分核心基

础零部件企业实行增值税先征后返，减轻企业经营负担；通

过制度方式引导国企、央企在设备采购中带头支持国产化；

取消已能自主生产的关键零部件、原材料等进口税收优惠，

改变事实上的对进口产品给予超国民待遇的现状。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