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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二十大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起步之年，
11月 29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召开轻
工业科技创新工作会议，回顾科技创
新工作成绩，分析形势和挑战，部署下
一步重点工作，加快建设“创新轻工”，
努力实现轻工强国目标，意义十分
重大。

轻工业是我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
优势产业，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的主力军。进入新时代，全国轻工行
业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了稳中
求进、稳中向好。

今年 1—10 月，轻工业规模以上
企业营业收入 1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利润 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
高于全国工业及制造业水平，受到社
会关注，央视《新闻联播》《午间新闻》

《人民日报》、新华网等多次报道。轻
工业依靠持续创新和强大韧性，有力
地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始终将科技创
新放在轻工强国建设的首位，以科技
创新促进轻工业可持续增长，为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贡献积极的力量。

回顾过去，轻工业科技创新成效
显著

“十四五”以来，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强化顶层布局，发布《轻工业“十四
五”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轻工业技
术进步“十四五”发展指导意见》《轻工
业装备技术进步“十四五”发展指导意
见》《食品工业技术进步“十四五”发展
指导意见》，倡导全国轻工业以创新驱
动为战略基点，用十年左右时间建成
世界轻工强国。三年来，轻工业科技
创新工作成效显著。

一是完善了多层次的行业创新体
系。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落实新发展
理念，坚持创新引领，培育创新平台，
有力地完善了行业创新体系。目前，
轻工业已创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25个，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4个，国家
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2 个，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 214 个，形成了轻工领域实
施国家战略的科技力量，成为科技攻
关的“先锋队”。江南大学建成重点
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双国家级创
新平台，创新工业酶制备技术，破解

“卡脖子”难题，有效地解决了工业酶
资源有限问题；建成的跨国“教育科
技共同体”，覆盖“一带一路”沿线 27
个国家 49 所高校。轻工业已认定轻
工业重点实验室 123 个、轻工业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120 个、轻工业工业设
计中心 60个，基本涵盖轻工业创新发
展的重点领域，形成了推动行业创新
的有生力量。海尔建成国家制造业
创新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和轻工业工程中心，与西
安交通大学共创“可变分流”技术，实
现空调冷媒流路各自独立，既为用户
省电省钱，也为企业节省材料；跨界
应用中科院和中国造纸院的研究成
果，创新 MSA 控氧保鲜冰箱，实现了
冰箱从制冷到保鲜的转型发展。轻
工业已建成国家级产业技术基础公
共服务平台 32个，国家级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示范平台 28个，轻工业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72个，为全行业
技术创新提供成果转化、标准检测、
产业信息等服务，成为支撑产业创新
的重要力量。海尔智家建成国家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每年服务
中小企业数百家，解决技术难题千余
项，举办技术讲座、专家咨询和资源
对接活动百余场，为众多中小企业找
到了技术创新、产品落地的“加速孵
化”解决方案。

二是形成了引领行业创新的品
牌工作机制。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聚焦
创新驱动，形成了科技奖励、成果鉴

定、创新消费品等一系列品牌工作，不
断激励行业创新发展。今年是轻工业
科技奖励工作第十八年，每年奖项申
报由 200余项增加到 500余项，累计评
选颁布科学技术奖励项目 2292项，其
中，一等奖 351项，二等奖 799项，三等
奖 1142项。获奖率由 50%调整至 40%
以下，轻工业科技奖励更加权威，影响
力显著增强。近五年来，全行业共获
得国家科学技术奖 41 项，其中，一等
奖 1 项，二等奖 40 项。优质的获奖项
目有力带动了行业科技进步，为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引擎。“LNG（液化
天然气）储运用增强阻燃绝热保温板
材及专用胶粘剂”项目，打破国外垄
断，解决了国内液化天然气大型运输
船这一“大国重器”关键材料的配套难
题。“高性能间位芳纶蜂窝纸关键技术
及其应用”项目，实现国产替代，批量
应用在“天宫号”空间站等航空航天和
轨道交通高端装备领域，彰显了轻工
科技实力。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每年组
织高水平科技成果鉴定 200 余项，涵
盖了美的、海尔、海信、伊利、蒙牛、宁
德时代等龙头企业，以及多个院士团
队的创新成果。吴清平院士团队关于

“典型食源性病毒高效检测及防控技
术研发与应用”的创新成果，开发了食
源性病毒污染风险识别技术，确保了
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金发科技

“废塑料绿色再生技术”，突破了塑料
循环利用的瓶颈。美的集团“家用中
央空调动态工况下节能舒适自适应运
行技术”、海尔集团“零距离平嵌技术
在冰箱上的应用”，有力地推动了消费
提质升级。在工信部指导下，中国轻
工业联合会践行“三品”行动，累计评
选出创新升级消费品九批 655 个产
品，涵盖吃穿住用行和文教娱乐，全面
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一大批
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大幅度提升了品
牌价值，“2022 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
息”显示，茅台、五粮液、格力品牌价值
超过千亿元，农夫山泉、洋河、泸州老
窖、方太厨具、老板电器等品牌价值超
过百亿元。恒洁卫浴开发的 3.5 升节
水规格的“超旋风坐便器”，解决了节
水与冲水效果兼顾的难题，打通消费

“痛点”。方太开发的高能气泡洗技
术，破解了中式烹饪清洗的难题，带来
消费新体验。优质的轻工消费品，正
在助推轻工业迈向中高端。

三是提升了轻工国际竞争的硬实
力。轻工业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
速全球化创新布局，国际竞争力正在
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竞争力转变。轻
工领军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加强，瞄准
全球发展趋势，攻克突破关键技术。
2022 年，轻工科技百强企业研发投入
强度达 2.82%，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 1.43个百分点。其中，美的、海尔的
研发投入均超 100 亿元，海尔智家以
102 亿元研发投入、4.2%的研发强度
名列科技百强第一名。美的集团过去
五年的研发投入超 500 亿元，形成了
从共性基础技术到个性化关键技术的
技术图谱，不断开发引领性产品，超
300 项技术获得国际领先水平。格力
电器 2022年研发投入超 60亿元，今年
上半年研发投入 37 亿元，同比增长
18.7%，全年有望超 70 亿元。轻工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明显提升，着眼国际
市场，先进技术加快走向海外。轻工
科技百强企业发明专利数量累计超过
19 万件，一大批创新成果落地海外。
格力累计申请专利超 11万件，自主研
发的“猎手系列空气净化器”，融合杀、
滤、消三大功能，1小时可杀灭空气中
99%的新冠病毒。海尔生产出太阳能
混合空调、能洗地毯的洗衣机，深受巴
基斯坦人民喜爱；海尔生物医疗首创
的太阳能疫苗，已进入 80 多个“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海信开发的空气源热
泵产品，抓住欧洲能源转型的市场机

遇，开辟了海外制热产品新业务。轻
工行业开展国际创新布局，全球协同
研发，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海尔、美
的、伊利、宁德时代等设立全球研发体
系，迈向世界一流企业。海尔在全球
设有 10 大研发中心、71 个研究院、35
个工业园、138 个制造中心，协同全球
资源，构建国际化创新网络。截至
2023 年上半年，海尔智家累计在全球
申请专利 9.7 万余项，其中发明专利
6.2万余项，海外发明专利 1.6万余项，
覆盖 30多个国家，成为海外布局专利
最多的中国家电企业。美的、杰克等
企业加大国际化并购，将德国库卡、拓
卡和奔马纳入麾下，依靠国外品牌技
术和中国制造，实现“1+1>2”的创新裂
变，成为全球领跑者。

四是培育了推动产业升级的新动
能。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步伐，以数字赋能、低碳引领、中
小企业创新，不断夯实我国轻工产业
的优势地位。全国轻工业贯彻数字经
济战略，建成 39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
范工厂，57家单位 82个项目获评智能
制造优秀场景，以先进信息技术助推
数字化升级。海尔、美的、青岛啤酒、
宁德时代等 6家公司的 20个工厂荣获
全球“灯塔工厂”，轻工业“灯塔工厂”
数量在全国占比达到 45%。美的通过
注塑黑灯车间的数字化升级，节省
95%一线人工，节约仓储面积近 500平
方米；通过对外数字赋能，协助客户建
立 100多家数字工厂、150多家数字车
间，带动更多伙伴实现数字化升级。
全国轻工业落实“双碳”战略，建成国
家级绿色工厂 769 家、绿色供应链管
理企业 121 家，推广国家级绿色设计
产品 1601种，以绿色低碳技术推动绿
色化升级。伊利、美的、立白等多家企
业建成“零碳工厂”，海尔智家通过再
循环生产线开创“负碳工厂”新理念。
伊利以 31 家国家级“绿色工厂”、5 家

“零碳工厂”、5款“零碳产品”，成为引
领行业绿色升级的“领头羊”。伊利潍
坊工厂，应用磁悬浮风机降耗，利用沼
气生产蒸汽，推动剩余污泥零化，实现
了自备污水处理厂区“碳中和”，成功
入选生态环境部首批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典型案例。全国轻工业落实《“十四
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已培育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860
家、单项制造业冠军示范企业 103家、
单项冠军产品 46个，优质创新企业梯
度培育格局初步构建。泰鼎机械依靠
自主创新，建成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攻克多项造纸机械“卡脖子”
技术，解决了机械、液压、电控三大技
术难题，撑起了造纸机械发展的“大空
间”。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驱动轻工业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转变传统发展
方式，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是当前轻工
业适应新发展格局，实现由大变强的
必然选择。

纵观当今，轻工业科技创新工作
任重道远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迅猛发展，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国际战
略博弈的主战场。按照党中央的决策
部署，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牢
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加快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
打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新优势；
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速科
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断提升
经济效益，持续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
和韧性。这对轻工业科技创新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轻工业科技创新任重
道远。

轻工业创新能力不强，部分产业
关键技术仍受制于人。我国轻工业
100余种品类产量居世界第一，产业链

完备，配套能力强，市场化程度高，是
名副其实的轻工业制造大国。但轻工
部分行业“卡脖子”问题仍未解决，益
生菌种、电池关键材料、大型纸机、高
速灌装机、高精检测设备等对外依赖
度依然很大，氢燃料电池关键技术、高
纯 度 溶 解 浆 生 产 关 键 技 术 等 尚 未
突破。

轻工业原始创新不足，尚未形成
以创新为核心的竞争优势。经过几十
年的积累，我国轻工业科技创新已进
入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的阶
段，但科研投入总体偏低。2022 年制
造 业 规 上 企 业 研 发 投 入 强 度 为
1.55%，轻工业约为 1.2%，其中食品制
造业仅为 0.72%，明显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轻工企业善于产品应用开发、
集成创新、引进技术再创新，但基础技
术研发力量不足，原创性技术、颠覆性
技术、引领性技术等研发薄弱。

轻工业协同创新偏弱，不能较好
满足产业快速发展的需求。在轻工行
业创新体系中，各主体、各环节相互支
撑、高效互动的效能不强，科研机构的
基础研究与企业的应用研究、技术开
发不匹配，资源整合利用能力弱，协同
创新动力不足。轻工产业链协同创新
能力有待增强，退役动力电池回收技
术未能跟上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节奏，
健康家电的快速增长急需产业上下游
联合突破创新。

轻工业融合创新不深，赋能产业
创新发展的动力有待提升。在推进数
字化转型方面，轻工业企业平台化设
计比例为 16.3%，智能化生产比例为
12.2%，分别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的
5.7 和 5.6 个百分点。但是，融合深度
仍显不足，激发产业升级效能还不充
分。特别是，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精准挖掘消费
需求的能力有待加强；运用“5G+工业
互联网”，实现工业数据全面感知，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能力有待提升。在
推动绿色发展方面，轻工业绿色制造
体系已初步建立，但技术创新仍跟不
上产业绿色转型的迫切需求。陶瓷等
行业能源消费结构急需优化，节能环
保窑炉的研发和应用急需加快；“限塑
令”倒逼塑料降解、回收利用相关技术
加快提升。轻工业提升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水平需在深度和广度上继
续拓展。

加快科技强国建设，是轻工业科
技创新工作的使命和担当。未来 10
年，是我国实现轻工产业转型升级、建
设轻工强国的历史机遇期。从外部
看，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逆全
球化趋势更加明显，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面临重大冲击，发达国家对中国的
科技封锁持续加强。轻工业国际化进
程早，市场化程度高，要保障产业体系
的完整性、安全性，提高产业韧性和竞
争力，必须加快科技创新，实现高水平
的自立自强。从内部看，当前经济发
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三重压力，资源和环境约束不断强化，
简单依靠规模、产能和产量不能实现
轻工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从传统低成
本竞争转向依靠科技创新的核心竞
争。新形势下，智能化、数字化、低碳
化正在引领制造方式变革，消费结构
和产业结构升级正在持续推进，国内
科技体制机制正在进一步完善，新《科
学技术进步法》实施正在为企业注入
创新活力。这些，都将为轻工业科技
创新带来新的机遇。

挑战难免，机遇难得。轻工业必
须牢牢把握创新发展主动权，突破产
业关键技术，解决核心装备、元器件、
原材料及制剂等高度依赖于国际大循
环的问题，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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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科技创新
奋力谱写轻工强国新篇章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 张崇和

11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主持召开深入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
长三角“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
级，率先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携手高质量一体化——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发展
有了新路径。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承载区，制
造业竞争力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是引领我国经济发展
的重要一极。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
划纲要》成为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强引擎”后，长三角
地区协同发展效果更加显著，彰显出高效运转和韧性
十足的优势。《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围绕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航空航天等十大领域强化协作，推动升级，实
现集群化发展，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集聚区。

眼下，三省一市正共同促进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协
同发展，推动长三角地区率先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围绕长三角优势产业领域，以龙头企业为牵引，
统筹重大项目和重大平台建设，重点打造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民用航空等先进制造业集群，
实现先进制造业集群跨区域协同发展，打造制造业区
域协同发展先导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探索
跨区域产业合作机制，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制
造业新格局。

从创新链到产业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的 5 年来，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
展所长，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携手打造起世界级产业
集群，形成产业协作一体化新格局。今年 6 月份，江
苏省印发《加快建设制造强省行动方案》；上海市出台

《上 海 市 推 动 制 造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3—2025 年）》；浙江省和安徽省亦出台了类似规
划，共同构筑起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优势。

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长三角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的重中之重。

具体来看，目前长三角在电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和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已形成
优势产业集群。长三角集成电路的总营收占到全国60%以
上，全国超3000家与生物技术、制药相关的企业，接近一半
都位于长三角。近年来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在
全国占比约为三分之一，企业数量在全国占比达到30%。
新能源汽车产业方面，全国每3辆新能源汽车中，就有1辆
产自长三角地区。在工信部公布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名单中，长三角地区约占四成。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对支
撑制造强国建设、引领区域协调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牢牢抓住“创新”这一
重要引擎。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三省一市要集合科技力量，聚焦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尽早
取得突破。要支持一批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

对于制造业升级该如何做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把长江经济带的科研优
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积极开辟发展新领域
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加强科教资源的
优化组合和科技创新协同配合，围绕产业基础高级化
和产业链现代化，积极布局新领域新赛道的引领性技
术攻关，吸引集聚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提升科技前
沿领域原始创新能力，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大力推动产业链
供应链现代化，接续实施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行动，培育壮大先进制
造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加强产业链协同合作，推动优势产业延链、新兴产业建链。

数字也印证了未来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的美好图景。
目前，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年均增速达到 9.47%，23 个重大科

研基础设施、4 万余台大型科学仪器开放共享，高水平科技供给有效支
撑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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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2023年 5G工厂名录》，遴选产生了 300家已建

成的 5G工厂，覆盖 24个国民经济大类。看行业，24个国民经济大类中，通用设备制造

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5G工厂被选入名录数

量位列前三；看场景，“5G+工业互联网”有20个典型应用场景，进入名录的5G工厂实践

均超过50％；看成效，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能源效率分别提升6.3%、15.3%、15%。

（新 文）

300家5G工厂入选2023年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