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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指装备制造业的高端领域，"高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技术含量

高，表现为知识、技术密集，体现多学科和多领域高精尖技术的继承；第二，处于价值链高

端，具有高附加值的特征；第三，在产业链占据核心部位，其发展水平决定产业链的整体竞

争力。    高端装备制造发展模式       序号   模式类别   简介       1   "需求&mdash;创新驱动"模式   

是指根据市场需求，立足自主创新，依托其先进的科技水平，进行产品制造的一种模式。采

用这一模式较多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一流国家。       2   "快速引进&mdash;完全吸

收&mdash;拓展创新"模式   是指快速地将世界先进技术引入国内，使技术被消化吸收运用，并

在此基础上把已引入的技术进行拓展创新的一种产业发展模式。采用这一模式的是以日本为

代表的较发达国家。       3   "引进&mdash;落后&mdash;再引进"模式   是指靠引进国外的先进技

术，或仿制国外产品进行产品生产，待该技术无法适应市场需求之时，会再次引进其他先进

技术，如此反复循环地维持产业发展的一种模式。这些国家科技原创能力低，主要把引进技

术、消化吸收作为获得技术支撑的主要来源，而不考虑自主研发和创新。发展中国家一般都

是此种发展模式，中国也是这一模式的最典型国家。     

    大力培育和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是提升我国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是抢占未来经

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选择，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强国转

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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