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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全球经贸摩擦加剧，关税阴霾
下，中国制造走势稳健——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高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新能源汽车、
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45.4%、
26%……新出炉的一季度经济数据，勾勒出一
个个产业逆势而行的上扬线。

把观察的时间轴拉长，能进一步感受到大
国工业的步履铿锵：近年来面对一次次风浪考
验，始终保持体量规模稳健，“新三样”崛
起，5G、人形机器人领跑全球，一个个产业加
速成长、不断壮大。

风雨洗礼，练就了中国制造的韧性力量，
也让众多中国企业更加坚定，越是面对不确定
因素，越要克难奋进，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

（一）以稳为锚，夯实底盘之基

一根丝的“韧性”有多大？在宁波博威合
金精密细丝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了这样的答
案：尽管国际风云突变，凭借对高性能切割丝
技术的掌控，企业稳占超过40%的全球份额。

切割丝是生产关键零部件的必备工具，事
关航空发动机叶片等精密工件的加工。从
0.33mm到0.015mm，十几年来，该企业一次
次突破直径极限，推动着制造精度迈入微米
级。

“越是小行业，越得向深挖潜。”公司董事
长谢识才说，公司起初只是跟随战略，2008年
那场金融危机让他意识到，如果仅是代工，国
际市场“打个喷嚏”就会丧失主动权。

打破镀层切割丝壁垒、自研黑金丝将切割
速度提升40%……宁波博威合金精密细丝持续
突破卡点、盲点，把一根根丝做到旁人难以达
到的精细程度，稳坐“单项冠军”。

核心技术是产业发展的“命门”，也是悬
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补短板、强弱项，伴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
化，中国产业进行着深刻嬗变——

2024 年营收增长 53.6%，国内 OEM 高级
辅助驾驶市场份额超 40%……经贸摩擦阴云
下，国产车规级AI芯片厂商地平线最新的财报
令业内惊讶。

跳跃的数字背后，是国内汽车产业奔向
“国产芯”。

曾几何时，英飞凌、恩智浦等海外供应商
占据全球汽车芯片绝大部分份额。2021年全球
市场“缺芯”风波敲响了“警钟”：中国汽车
市场面临的“缺芯”是长期风险。

集产业合力攻产业短板——近年来，从中

央到地方推出一系列举措，打出产学研用“组
合拳”，加强本土供应链建设，提速国产化步
伐。这一过程中，一批国产供应商在逐步成
长。

一次论坛上，地平线创始人余凯曾感慨：
“2021年，我第一次参加论坛闭门会时，会场
上50%的厂商是我们的客户；2022年是70%。
这次我又算了一下，是100%。”

不只是汽车。以“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为抓手，一个个产业
踏上了稳链强链的征程。

重大部署接连推出：找出堵点卡点，摸清
薄弱环节，分领域制定方案；实施产业基础再
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提高核心能
力；培育更多龙头企业和单项冠军……

大手拉小手，“链”式攻坚“链”式发
展。“在中车支持下，我们建成首台 （套） 自
主化设计生产的滚动疲劳试验台，完成对国产
弹性车轮的测试。”九方装备总经理周后葵
说，与“链长”共享生产制造、市场渠道，企
业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产品，实现“跟车出
海”。

十余年前，国内顶尖三甲医院中鲜有国产
高端医疗影像设备，如今，我国已形成 1100
多个品类的医学装备产品体系；在高档数控机
床领域，部分品类有了成熟的国产产品；国产
工业机器人市场份额超50%；累计培育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90%以上为知名企业配
套供应商……

国内产业梯度转移有序推进。重庆招引东
部地区龙头企业，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
集群；广西立足有色金属资源，布局动力电池
等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纵深和回旋空间进一
步增强。

“近年来，我们坚持点链协同，聚焦重点
领域进行全产业链能力建设，健全多元供应
和优化布局机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
黄汉权说，高效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社
会创新资源，夯实了产业基础，增强了发展
底气。

（二）以新为翼，激发生机活力

要有稳的基础，更要有进的动力。当考验
接踵而至，如何增强接续性和竞争力？向新而
进——中国产业以实践作答。

持续加码技术投入——关税摩擦中，服装
制造商申洲国际董事长马建荣选择锻造韧性供
应链。

深耕服装领域30多年，马建荣经历了金融

危机带来的需求缩减，也遭遇过订单向周边转
移风险，各种风浪让他深刻意识到，困难面前
唯靠实力。

研发高端面料、打造智慧工厂，每年将至
少一半的利润投向设备改造和工艺改良，从面
料接单到成衣交付最快仅10天。凭借把制造做
到极致，申洲在“红海市场”构筑起成本之外
的优势，多年净利率稳定在20%。

我国工业门类齐全、产业体系完备，但要
进行全面提升，中低端要往上走，布局高端，
才能适应新形势。

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重中之重：纺织业加大新材料研发，引
入AI等技术重塑生产流程；钢铁业进入“减量
发展、存量优化”阶段，重点企业机器人应用
密度达 65 台 （套）/万人；电子业推陈出新，
折叠屏手机等领跑市场……在应对需求瓶颈和
同质化竞争中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世界工厂”展现新颜。
与此同时，一个个新产业加快成长，曾经

的“先手棋”正变成“新引擎”——
年产量突破 1300 万辆，产销占全球比重

超60%——10余年时间，中国新能源汽车从名
不见经传到发展壮大，充分体现了把握时与势
的超前布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产业结构优
化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十分迫切。面对传统燃
油车关键技术和话语权长期被跨国巨头掌控，
基于能源安全等多重考量，发展新能源车成为
突围的重要方向。

既无先机优势，又面对各种质疑，难度超
乎想象，但认准了就坚定走下去：将发展新能
源汽车上升为国家战略，先后推出一大批支持
政策；集中合力攻克技术，筑起“三电”系统
等“护城河”；把市场优势转为产业优势……
锚定战略方向，持之以恒地投入，终以科技创
新实现动力变革。

以育新机化危机。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装备……应对挑战的过程中，一个个
新产业向新优势产业转变，中国制造浮现新版
图。

眼下，技术革命浪潮迭起，中国产业加快
布局未来——

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一批
重点科技项目稳步推进；围绕原子级制造工艺
仿真等方向，部署揭榜挂帅；坚持教育、科
技、人才一起抓……

DeepSeek 一马当先，多个国产人工智能
大模型竞相涌现；我国持有的机器人相关有效
专利已超过19万项，占全球比重约2/3；中国

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蝉联世界第一
……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中国因此充满朝
气。

德国《时代》周报网站报道称，中国高科
技行业已经不是第一次用创新产品征服世界
了。“只要想一想TikTok在全球的成功，或中
国电动汽车以令人目眩的速度进军各国市场，
就能明白。”

（三）精耕市场，开拓广阔天地

供给的升级离不开需求的牵引。市场，是
产业发展的宝贵资源，也是应对风险的坚实力
量。

近日，光伏企业隆基绿能传来新进展：预
计到2025年底，BC电池二代组件产能将达到
50GW。

作为突破效率的重要技术，BC 电池被视
为未来方向。隆基绿能总裁李振国说，正是依
托市场数据反哺，企业加速技术迭代和降本进
程。“目前，商业化进展超预期。”

国内大市场——也许没有哪个行业，比中
国光伏产业更能体会其中分量。

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欧洲补贴退坡、
国际“双反”调查等让曾经市场、原料、设备

“三头在外”的光伏产业经历了“生死劫”。彼
时，国内产能严重过剩，企业间低价竞争、相
互倾轧，产业近乎全军覆没。

金融危机后，我国将新能源提升为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国内市场，解决需求端问
题，并通过市场机制调节产能、调整结构、引
导行业向高攀升。

超大规模市场有力支撑了全产业链的创
新。在全球绿色发展大势下，光伏作为“新三
样”代表扬帆出海，中国“追光者”足迹遍全
球。

产业是用出来的。对此，谐波减速器制造
商绿的谐波总经理张雨文感触同样深刻。

谐波减速器曾长期被国外垄断，初出茅庐
的中国企业即便有技术，要打破固有格局依旧
艰难。2013年，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国内工业
机器人龙头企业埃夫特伸出了“橄榄枝”。“那
是我们第一次大批量使用在机器人本体上。”
张雨文说，正是国内市场的支持让产品性能不
断改进。今天，国产谐波减速器在国内市场份
额已超40%。

从新能源汽车，到高端医疗装备、操作系
统，每个中国产业成长背后，都有着大市场的
托举。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立足国内大市
场这个重要的大后方，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

战略基点，足见战略深意。
据统计，2024年我国有出口实绩的数十万

家企业中，接近 85%的企业同时开展内销业
务，内销金额占销售总额的近75%。

“面对外部波动，很多企业会选择转向国
内市场。与此同时，国内消费升级与产业向高
端化发展阶段相契合，也为提升企业、产业竞
争力创造条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
济研究部副部长许召元说。

深耕国内市场并不意味着封闭。用好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中国产业大踏步走出去，见
世面、经风雨，强本领、创机遇。

经历全球需求低迷和供应链冲击，国产手
机行业出海步伐坚定：小米、努比亚等多家厂
商均推出面向海外的新品；荣耀销售网络覆盖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更广阔空间实现多元化布局，新能源汽
车产业加力“链全球”：比亚迪在泰国建立海
外工厂；奇瑞汽车与西班牙 Ebro 公司合资建
厂……

从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清零”，到
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领域有了更多开放试
点，我国持续加大开放合作，推动提升中国产
业竞争力，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艰辛探索，到在世界经
济中劈波斩浪，中国产业就是这样一路爬坡过
坎、一路攻坚克难。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无
阻是心态，风雨兼程是状态。

不可否认，当前仍面临诸多挑战：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一些产业处在价值
链中低端，一些关键领域“卡脖子”尚未得到
根本解决。

但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经济发
展具备的内生动力、韧性、潜力，给了中国产
业乘风破浪的底气。在应对一次次挑战中，中
国产业练就了更加稳定的内核，涵养着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

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安踏逆势加速出海，
发 布 公 告 将 全 资 收 购 德 国 服 装 品 牌 Jack
Wolfskin （中文名称：狼爪）。“不做中国的耐
克，要做世界的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
忠信心满满。

高纯金属溅射靶材制造商江丰电子决心向
深布局，与上海临港新片区签署协议，建设半
导体材料及装备产业集群项目。当被问及外部
环境影响，创始人姚力军说：“我们只关注自
己如何变得更好。”

这就是在风雨中不断生长的中国产业。征
程向大海，脚下是大地。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风雨洗礼中，中国这些产业何以生长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刘羽佳 张晓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