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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11月16日电（记者白
林 刘华）当地时间11月16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
十七次峰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继续举行。国家主席
习近平出席并发言。

在讨论数字转型问题时，习近平指出，当前，数
字经济规模扩大，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成为影响世
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中国主办二十国集团杭州峰
会期间，首次把数字经济纳入二十国集团议程，提出
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近年来，二十国集团
在适应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凝聚了更多共
识，推进了更多合作。希望各方激发数字合作活力，
让数字经济发展成果造福各国人民。

一要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合力营造
开放、包容、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
环境，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方面推进国际合
作，释放数字经济推动全球增长的潜力。搞所谓

“小院高墙”、限制或阻碍科技合作，损人不利己，
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二要坚持发展优先，弥
合数字鸿沟。各国应该携手推动数字时代互联互
通，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和素养，尤其
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融入数字化浪潮，努
力消除数字鸿沟。中方已经发起建设数字丝绸之路
倡议，并将数字经济作为全球发展倡议的重点合作
领域，期待就此同各方开展合作。三要坚持创新驱

动，助力疫后复苏。中方提出了《二十国集团数字
创新合作行动计划》，旨在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
实现创新成果普惠共享，欢迎各方积极参与。中方
愿继续同二十国集团成员合作，携手构建普惠平
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数字经
济格局。

峰会通过了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宣
言》。

当地时间 11月 15日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
席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和夫人伊莉亚娜在巴厘岛神鹰
广场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欢迎晚宴。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有关活动。

习近平继续出席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经济参考报》11 月
16日刊发文章《十年成就看发展｜制造业量质齐升筑
牢实体经济根基》。文章称，制造业增加值从 2012 年
的 16.98 万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31.4 万亿元，持续保
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世界 500 种主要工业产品
中有四成以上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蛟龙”潜海、

“双龙”探极、“嫦娥”揽月、“北斗”组网，大国重器亮点
纷呈……十年来，我国制造业实现量的稳步增长和质
的显著提升，综合实力、创新力和竞争力迈上新台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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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产业基础再
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
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迈
上新征程，我国将奋力谱写制造强国建设新篇章。

●制造业综合实力持续提升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国家统计局 11 月 15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10月，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

“制造业平稳增长为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发挥了重
要支撑作用，也充分展现出我国制造业规模大、体系
全、韧性强的优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工业
室主任付保宗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十年来，我国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努力保
持制造业平稳增长，推动制造业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
力大幅跃升。

——规模优势不断巩固。十年来，我国制造业增
加值从2012年的16.98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31.4万
亿元，占全球比重从 22.5%提高到近 30%，持续保持世
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

——供给体系质量大幅提升。世界500种主要工
业产品中有四成以上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智能手
机、智能电视、节能冰箱、全自动洗衣机、变频空调、汽
车等中高端产品走进寻常百姓家。

——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制造业加速向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重点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
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2021年分别达到55.3%
和74.7%，分别比2012年提高30.7和25.9个百分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链更加
完整，综合实力、创新力和竞争力迈上新台阶，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工业和信息化部规
划司司长王伟说。

●中国制造加快迈向中国创造

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
持行业骨干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大中小企
业融通创新；初步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的制造业创新体
系；优化创新环境，提升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比例，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一系列举措持续落
实落细，推动制造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从创新投入看，我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从 2012
年的0.85%增加到2021年的1.54%，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达到10.3%。从创新成果看，2021
年规上工业企业新产品收入占业务收入比重达到
22.4%。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任爱光说，将充分
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紧扣科
技自立自强的要求，体系化提升产业链创新能力，突破
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完善制造业创新网络，强化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促进新技术产业
化、规模化应用，做大做强一批新兴产业，形成新的优
势制造能力。

●全面夯实实体经济基础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作出重要部署。

把握总目标、总方向、总要求，相关部门积极拿出
具体方案，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付诸行
动、见之于成效。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组建国家石墨烯创新
中心、国家虚拟现实创新中心、国家超高清视频创新中
心等 3 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加强督促创新中心
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行业服务能力，为制造业关
键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与此同时，发展壮大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加快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促进消费品行业增品
种、提品质、创品牌；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实施优质中小
企业梯度培育计划，激发涌现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

“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统筹锻长板、补短板、
强基础，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工程；推进智能制造，深化“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
用，健全绿色制造体系……系列重点任务和具体举措
将进一步细化完善。

“走新型工业化之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离不开
更强的创新能力、更高的创新效率。”付保宗表示，面向
未来，一系列部署举措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改革创新为动力，将进一步加快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
扎实推进制造强国建设，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我
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供
更强大的支撑。

（记者郭倩）

十年成就看发展 制造业量质齐升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1月15日，在四川省绵阳市长虹激光显示科技公司，员工在生产线上作业。新华社记者唐文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