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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工业发展蓝皮书(2012)》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出发，系统剖析了我国工业发展的成就与
问题，总结归纳了对我国有一定借鉴价值的主要发达国家的工业转型经验，并结合当前国内外经济形
势，深入探讨了我国工业应当选择的转型目标、任务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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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首先，工业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战场。
2011年，工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40％，但能源消耗却占到全社会的70％以上，工业污染排放绝对量
较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较为严重。
工业资源消耗排放水平如果不进行有效控制，整个经济社会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同时，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部分“两高”行业扩张仍然偏快，落后产能和产能过剩问题较为
突出，工业发展中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出问题。
 其次，工业是确保经济稳重求进的重要力量。
实体经济始终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社会财富的根本支撑。
工业是实体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各国普遍都认识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实体
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
从微观层面看，当前企业生产与发展面临很多困难，实体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尚不坚实。
预计我国经济增长率将继续回落，而且存在发生较大波动的可能。
在此背景下，工业转型升级的顺利推进，将成为确保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
 再次，工业大而不强的问题日益突出。
由于缺乏足够的技术积累，我国相关企业引进一代又一代的生产设备和关键工艺，却始终难以形成定
义产品的能力和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从研发投入看，2010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仅占销售收入的0.93％，而发达国家一
般在3％一5％。
从关键技术自给率看，我国技术对外依存度达40％以上，而美国和日本在5％左右；高端芯片和通用芯
片对外依存度超过95％，基础电路工艺落后发达国家约5年。
与美国、日本等工业强国相比，我国还较为缺乏能够掌控行业标准和游戏规则，具有较强技术集成和
资源整合能力的大企业。
从规模来看，2010年我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主营业务收人合计为1.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300亿美元（
按当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而同期惠普公司营业收人为1145亿美元，IBM公司为999亿美元，苹果公
司652亿美元。
2010年，我国电子百强企业中排名首位的华为公司营业收入为1852亿元，仅为同期惠普公司的24％
，IBM的28％；利润238亿元，分别为惠普（88亿美元）和IBM（148亿美元）的40.9％和24.3％。
2011年我国电子制造企业入选世界品牌500强的企业有4家，联想（第121），海尔（第127），华为（
第275），浪潮（第298），而美国仅前20名中就有苹果、IBM、英特尔、惠普、思科等5家。
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品牌和渠道，导致我国整机与外围产品为代表的低端产品供大于求、生产能力过
剩，而以芯片为代表的很多高端产品依赖进口，形成了高、低端产品供求错位的矛盾。
在世界品牌500强中，中国内地仅有21个品牌人选（其中仅7个属于制造领域），远低于美国的239个，
法国的43个，日本的4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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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工业发展蓝皮书(2012)》分为综合篇、行业篇、企业篇、产业篇和国际篇共5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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