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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业结构变迁、发展趋势 

与政策思考＊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其价值链长、关联性

强、带动力大，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具有引领和支撑

作用。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

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

国。我国拥有广大市场和良好制造业基础，近年来制

造业转型升级加快，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从区域结构

看，国内跨区域合作不断深化，制造业从东部地区向

中西部地区转移。但同时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国制造业

转型升级带来一定挑战。未来我国制造业将向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服务化成为制造业发展新

趋势，同时将着力统筹好开放与安全以适应全球价值

链重构新变化。未来在推动制造业转型发展过程中技

术创新是关键，同时要重视传统制造业的重要价值，

适应制造业转型需求变化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产

业政策实施方式，发挥国内大市场作用巩固制造业产

业链基础和优势，提高金融服务模式与制造业转型发

展需求的适配性。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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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业结构变迁、发展趋势与政策思考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其价值链长、关联性强、带动力大，在现代化经济体

系中具有引领和支撑作用。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

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我国拥有广大市场和良好制造业基础，近

年来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从区域结构看，国内跨区域合作不断

深化，制造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同时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国制造业转型

升级带来一定挑战。未来我国制造业将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服务化成为

制造业发展新趋势，同时将着力统筹好开放与安全以适应全球价值链重构新变化。未

来在推动制造业转型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是关键，同时要重视传统制造业的重要价值，

适应制造业转型需求变化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产业政策实施方式，发挥国内大市

场作用巩固制造业产业链基础和优势，提高金融服务模式与制造业转型发展需求的适

配性。 

一、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结构变化特征 

（一）转型升级加快，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随着要素禀赋变化、创新能力持续提升、高质量发展政策导向逐步明确，近年来

我国制造业行业结构不断优化。一是高耗能行业占比下降，转型步伐逐步加快。2010

年后受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内需求增速放缓等影响，我国部分产业产能过剩问题不

断突显，其中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耗能行业尤为突出。《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

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2010 年）、《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

意见》（2013年）等针对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文件陆续出台。2015年我国首提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并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五大重点任务，钢铁、煤炭等重点领域去产能力度明显加大。按营业收入
1
占比看，高

耗能行业
2
营业收入占制造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从 2012 年 33.7%的高点降至 2017 年的

                                                                 

1由于没有细分行业的增加值数据，用营业收入代替，部分年份用主营业务收入代替。 
2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 

 2023年第 8期（总第 463期） 

29.3%。由于去产能、去库存等政策效果显著，国内煤炭、钢铁等产品价格快速上涨，

带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加工业、有色金属加工业等高耗能制造业生产加快，

2017年后高耗能行业占比逐步上升至 2020年的 32.3%。2020年后随着双碳目标提出，

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节能降碳改造升级、提升技术和工艺水平释放先进产能

等成为高耗能行业的重要转型方向。2021 年高耗能行业比重小幅回落至 31.1%（图

1）。 

图 1：2010-2021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 

 

注：2013 年之前《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将汽车行业并入装备制造业进行统计，

2013 年之后汽车行业单独进行统计。2011、2018、2019年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银行研究院 

二是 2017 年之后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比明显下降。2010-2017 年劳动密集型制造行

业总体平稳发展，其营业收入占制造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从 2010 年的 26.7%小幅上升至

2017 年的 28.2%。2018 年随着中美经贸摩擦逐步升温，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等主

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开始放缓，加之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消费、生

产造成较大冲击，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比降至 2021 年的 22.4%。与此相关的两方面变化

值得关注。其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份额造成一定冲击，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 5个制造业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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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向东南亚地区转移。其二，随着技术

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机器设备的使用开始逐步替代部分劳动，我国劳动密集

型行业的劳动密集程度逐渐下降。以纺织制造业为例，2008 年其劳动密集度
3
为 388.2

人/亿元，2013年下降为183.5人/亿元，2018年下降为169.3人/亿元。家具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等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图 2）。 

图 2：典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度 

 

资料来源：Wind，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银行研究院 

三是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表现尤为突出。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产业补短板、谋创新、促转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已

成为引领产业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2013 年以来高技术行业
4
加快发展，

在制造业中的占比从 2013年的 10.9%上升到 2021年的 15.5%。其中随着数字技术普及

应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尤为突出，占比从 2013 年的 8.7%上

升到 2021 年的 12.9%。装备制造业
5
占比从 2013 年的 27.9%上升到 2021 年的 30.2%，

这主要是由于汽车制造业增长较快带动，其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从 2013 年的 6.4%上升

到 2021年的 8.5%（图 3）。 

                                                                 

3创造 1亿元营业收入需要的人数。 
4包括医药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5包括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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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营业收入占比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银行研究院 

（二）制造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工业增加

值占比上升 

近年来，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走在前列，工业增加值占比保持在 50%以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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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地区依托区位优势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工业实现更快增长，河南、湖南、

重庆、陕西、广西、四川等中西部省份制造业发展较快。2021 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

占比较 2010年下降 1.1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地区工业占比较 2010年分别提高 0.9、

2.7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历史包袱重，转型发展压力较大，工业增加值占比从 2010 年

的 7.1%持续下降至 2021年的 4.6%（图 4）。不同区域制造业发展呈现如下特点: 

图 4：不同区域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中国银行研究院 

一是中西部地区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增长更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支

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从 2011年的 0.71%上升到 2021年的 1.33%。

其中，东部地区工业研发经费占比在 60%以上，但由于中、西部地区研发经费支出增

长快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工业研发经费比重从 2011 年的 65.2%下降到 2021 年的

60.7%，而中、西部地区则分别从 2011 年的 15.6%、9.2%上升到 2021 年的 20.4%、

11.4%(图 5)。研发投入的持续快速增长为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

基础。东北三省工业研发经费支出占比则从 2011年的 6.8%下降到 2021 年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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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不同区域规模以上工业 R&D占全国比重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中国银行研究院 

二是国内跨区域合作不断深化，区域间产业转移机制和模式不断创新。2010 年国

务院就发布了《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工信部在 2012、2018年

先后制定产业转移指导目录。2021 年 12 月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十四五”时期制造业转移和承接

的重点产业和模式路径。在政策引导下，近年来国内跨区域的制造业合作不断深化。

一方面，以产业园区为抓手推动产业合作。在建立产业转移示范区、对口支援等方式

的基础上，创新推出飞地经济模式，在规划、建设、管理和利益分配等方面探索建立

合作和协调机制，同时进一步加强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对接、创新资源等方面的合

作。另一方面，依托中心城市、城市群推动产业转移与合作。近年来随着重大区域战

略和城市群发展的推进，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重点区域的产

业协调、产业转移、产业对接等交流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产业转移和产业链协同发展

有序推进。 

三是制造业总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不同制造业行业转移有所分化。从政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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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实践看，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向具有成本、区位优势的湖北、河南等中部地区转

移，同时中部地区通过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等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在工程机械、智

能语音、光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东部地区电子信息

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趋势较为明显，比如重庆抓住产业转移机遇培育电子信息产业链，

2021 年其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同期重庆出口总值的 72%，连续 8 年

位居全球笔记本电脑市场第一，占据四成市场份额。但与此同时，装备制造等资金和

技术密集型产业仍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制造业总体流出，主要是推动钢铁、

机械等产业转型升级。 

（三）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造成

一定冲击 

根据 Wang（2017b）
6
的测算方法，一个国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可以由前向

生产长度和后向生产长度的比值进行度量
7
，该比值越大，说明一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地位越高。利用亚洲开发银行数据库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对我国制造业整体和 14

个细分行业进行测算发现，2000-2021 年，我国制造业整体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在波动

中攀升，2007 年该指数为 0.958，2016 年达到阶段峰值（0.970），涨幅为 1.25%。

2018 年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降低，2019 年开始逐步恢

复，2020-2021 年受疫情影响小幅回落（图 6）。 

从细分行业来看，原油和精炼油等高耗能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基本保持稳定

（图 7）。但纺织、皮革鞋靴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机械设备、电器和光学、交通运输

工具行业等高技术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在中美经贸摩擦后出现明显降低（图 7、8）。

这与中美经贸摩擦、新冠疫情等加速全球产业链区域化发展有关，不仅推动我国部分

                                                                 

6Zhi Wang,et. Measures of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Global Business Cycles, Working 

Paper. 
7生产长度定义为一个国家行业部门的原始投入到另一个国家的最终产品的过程中平均生产阶段

数。前向生产长度用一国某部门创造的增加值中属于全球价值链活动份额表示，反映为全球生产

提供中间品的能力；后向生产长度用参与全球生产分割活动的国内和国外生产要素对一国最终产

品增加值的贡献份额表示。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2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