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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两业融合筑牢实体经济发展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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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

发展，必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做强实体经济的根本保

障，融合现代服务业是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本质要求。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高质量融合

成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选择。 

    内在逻辑 

    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制造业为推动我国经济 40 余年的中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

献。依托全门类的工业体系，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我国在全球商品市场中的贸易份额不断提升，

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高速发展有效夯实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物质基础。数字

经济时代，以数字技术为媒介，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成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方向。 

    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做强实体经济的根本保障。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

能，是提升制造业创新能级、优化产业结构的主阵地。企业作为研发投入的主体，是攻克制造业

“卡脖子”技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开发高精尖设备的关键力量，先进制造业企业的作用更为

突出。先进制造业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是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高质

量发展制造业高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强实体经济的根本保障。先进制造业在打破产业边界、

突破既定模式方面具有较大的潜力，已经成为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核心载体。 

    数字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产业价值链的分解整合与重构，在制造业各环节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价

值链增值环节，催生出大量融合应用场景。先进制造业已成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制

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联动的核心载体与重要推手。要将先进制造业打造成实体经济开放融通的重要

桥梁，广泛吸纳国际优质资本、高端人才和前沿科技，不断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产业分工

价值链中的地位。同时，先进制造业可以有效推动区域资源优化配置，推动资本、技术、人才、

数据高效流通，在一定范围内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辐射带动提升实体经济整体竞争力。不仅如

此，先进制造业也是节能环保技术攻关、清洁能源开发以及推广应用绿色低碳发展的先行领域，

是科技支撑传统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落脚点，更是实现工业“碳达峰、碳中和”的先行领

域。 

    融合现代服务业是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必然要求。融合现代服务业发展，是优化先进制造业供

给质量、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一方面，基于内循环融合现代服务业，有助于增加先进制

造业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性，提升先进制造业对国内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

另一方面，基于外循环融合现代服务业，有助于推动先进制造业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

增强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稳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融合

现代服务业发展，是引领先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建设制造强国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国现代服

务业发展不充分，制造业中间品国内需求率低，过分依赖国际生产循环，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作

用不明显。这些也成为推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关键。 

    作为制造业的重要投入，生产性服务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集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劳动生

产率。提升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既有助于提升制造业的服务供给质量，又有助于推动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生活性服务业的现代需

求已经成为引导我国产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力量。生活性服务业从供给侧推动制造业由劳动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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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对制造业的配套生产也提出了高质量的新要求。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

的需求也会传递到制造业领域。 

    路径安排 

    以“两业”融合筑牢实体经济发展根基，需要借助数字技术塑造“两业”融合发展动力，协

同创新激发“两业”融合活力，强化现代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首先，提升数字赋能塑造“两业”融合强动力。一是加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加强对数字技术设施的投资与建设，推进产业数字化地区间均衡发展，促进数据在产业

间流动共享，推动产业深度融合，驱动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二是提升“两业”数字化水平，

实现价值链跃迁。促进制造业全方位转型升级，实现跟随式发展向引领式发展的转变，建立新的

比较优势，促进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跃迁。三是打造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放大“两业”

融合效应。依托数字平台的连接能力、分析和识别能力，搭建全要素、全链条、全员连接框架，

优化用户价值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形成供需动态平衡系统。四是健全数字化转型法律法规，

优化制度环境，为实体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和创新提供政策支撑与指引。 

    其次，协同创新激发“两业”融合活力。一是发挥企业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以技

术创新效应推进产业融合。上游制造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能力，下游服务企业创新业务

模式、服务方式，提升客户体验。按照企业在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予以差异化的定位和发展导向。

发挥龙头企业示范作用，先行探索，提升创新效率；发挥“专精特新”企业机制灵活优势，探索

新业态、新模式、新路径；发挥平台型企业整合资源、集聚企业优势，构建产业生态圈，推进信

息流、物流和价值流的协同。二是构建“政产学研”合作创新共同体。推进产业融合政策的跨地

区、跨层级、跨部门协同，构建区域协同、产业协同、企业协同创新共同体，形成优势互补、资

源分享的整体格局。 

    最后，强化现代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是连接供给与需

求的桥梁，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是构建实体企业股权融

资体系。推动资本市场分层建设，拓展实体企业股权融资渠道。二是创新实体企业债权融资模式。

增加新的融资模式比重，如融资租赁等，降低企业资金使用成本。三是加大金融对实体企业的政

策支持作用，考虑设立服务“两业”融合的政策性银行和政府基金，为实体企业升级提供资金支

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字技术条件下全球服务业价值链的嵌入、升级与治理研

究”（22BJY046）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