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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稳工业 扎实锻造新优势
——访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

新华社记者张辛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强调加强各

类政策协调配合，并作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补强产业链薄

弱环节”“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一系列部署。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

意义重大。如何推进工业稳增长？怎样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工业和

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日前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

问：过去一年工业经济运行态势如何？
2023年，如何推动工业稳增长？

答：一年来，我们与各地区各部门一道，积
极应对多种超预期因素冲击，落实稳经济一揽
子政策，及时出台振作工业经济系列举措。
2022 年 1 至 11 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3.8%，继续发挥工业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的“压舱石”作用。

不可否认，工业经济运行仍面临困难挑战，
但更应看到，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内需市
场的优势突出。2023年，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存
量政策、增量政策叠加发力，将大力提振市场信
心。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推动工业经济

稳步回升。
工信部将加大稳增长工作力度，加强各类

政策协调配合，着重抓好四个方面工作：
一是加大稳增长政策供给和落实力度。加

强部门协同、部省联动，落实落细已出台的各项
政策和接续措施，加强工业经济运行监测调度、
形势研判和政策储备，适时推出更多政策措施。

二是聚焦重点行业和地区，稳住工业增长
基本盘。针对机械、石化、轻工、汽车、电子等支
柱行业，分业施策、分类研究制定稳增长措施。
针对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等新兴产业，打造更多新增长点。支持工业
大省“勇挑大梁”，支持各地区发挥各自优势、实

现增长目标。
三是全面实施“十四五”系列规划，提振

制造业有效投资。对确定的重大项目、重大
工程、重大专项，尽早启动实施，形成实物工
作量。支持制造业企业瞄准高端、智能、绿色
发展加大投入，加强制造业重大外资项目服
务保障。

四是积极扩大消费，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创
造新需求。实施新能源汽车领跑强基工程，开
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试点。深入实施“增品种、
提品质、创品牌”行动，推进绿色智能家电、绿色
建材下乡活动，大力培育信息消费示范城市，促
进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发展。

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快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工信部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答：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振兴制造
业。我们将锻长板、补短板、强基础，全面提升
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工作：

一是提高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找准
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深入实施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完善“揭榜挂帅”等市场
化机制，扎实开展强链补链稳链行动，集中优质
资源合力攻关。

二是深入推进产业基础再造。聚焦核心基

础零部件、核心基础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关
键基础软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大
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在重点领域布局一
批产业基础共性技术中心，再培育若干国家制
造业创新中心，积极发挥重点实验室作用，努力
突破一批关键急需基础产品。

三是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加快 5G 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化“5G+工业互联网”融
合应用，推进6G技术研发。壮大新能源汽车产
业，全面提升光伏产业竞争力，推动船舶行业高
质量发展。

四是狠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一批具
有资源掌控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大力
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深入实施智能
制造工程，全面推行绿色制造，锻造新的产业竞
争优势。

五是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快人工智
能、生物制造、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
展，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行动，研究制
定未来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加快谋划布局人形
机器人、元宇宙、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

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推动工业经济稳步回升

锻长板、补短板、强基础，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

问：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工信部将有哪些具
体举措？

答：数字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也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优势。
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
础设施，建成开通5G基站228万个，千兆光网具
备覆盖 5亿户家庭的能力。工业互联网广泛融
入 45个国民经济大类，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
的作用日趋凸显。

2023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以数字技术创新突破和应用拓展
为主攻方向，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
一是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 5G、千

兆光网建设，统筹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车联网部署应用。实施“宽
带边疆”专项行动，对有需求、有条件的地区建
设“双千兆”网络给予大力支持。

二是推动数字产业创新发展。聚焦集成电
路、5G、新型显示等重点领域，提升基础软硬
件、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智能制造
装备供给水平。研究制定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
用的配套政策，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

三是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开展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行动，推动工业互联网向工业园区下
沉普及，打造一批 5G 全连接工厂，建设一批全
球领先的智能工厂、智慧供应链，并向中小企业
场景化、标准化复制推广。

四是加强网络和数据安全防护。强化网络
基础设施安全防护能力建设，建立工业和信息化
领域数据安全制度规范和标准，增强5G、工业互
联网、车联网等新型融合领域安全保障能力。

五是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创新电信市
场监管，指导督促平台企业合规发展，深化防范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网络环境综合治理，全面
加强用户权益保护。

夯实基础拓展应用，提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问：2023年，助企纾困将有哪些新举措，如
何稳预期强信心？

答：应对诸多超预期因素，我国及时出台一
系列纾困解难政策措施。在各项惠企政策支持
下，广大中小企业自强不息、迎难而上，展现出
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当前，中小企业平稳发展的困难挑战依然
较大，工信部将进一步强化政策惠企、环境活

企、服务助企、创新强企、人才兴企，全力推动中
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具体包括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健全中小
企业法规政策体系，持续开展中小企业发展
环境评估和中小企业发展综合督查，开展减
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加大纾困帮扶力度，
协调推动阶段性惠企政策接续与完善，出台
助力中小微企业稳增长、调结构、强能力的

若干措施；促进专精特新发展，力争到 2023
年底，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过 8 万家、

“小巨人”企业超过 1 万家；构建优质高效服
务体系，健全国家、省、市、县四级中小企业
服务体系；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建设一批中外
中小企业合作区，健全中小企业海外服务体系，
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去”。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加大纾困帮扶力度，稳住市场预期提振企业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