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码先进制造中心建设：面向2035武汉打造国家中心城市的路径

[摘

要]

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全球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先进制造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

从全球视野来看，武汉未来应是一个专业型全球城市；从国家战略来看，武汉未来应是一个立足长江

中游地区的国家中心城市和经济中心；从自身禀赋来看，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业亦是武汉的优势和出路

。当前武汉制造业发展面临着结构不良、“未富先老”、投资低迷、区位优势下降、龙头企业带动力弱

等问题，但面向2035，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和全国经济中心的武汉“画像”仍应是加码先进制造中心建设

。为此，一是政策上应长期坚持工业强市，持续打造世界先进制造业与产业创新中心，对外发出新工

业倍增强烈信号，给全社会和企业家安心发展实体经济提供良好预期；二是加快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

倍增计划，培育新的支柱产业；三是依托中心城区的都市工业园和“创谷”，打造创新创业的主战场和

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企业的主要聚集地，提升产业创新的服务能级；四是利用好三大国家级开发区和

四个新城区所属工业园，建立若干新工业倍增承载区，实现新工业倍增；五是参照上海、深圳、广州

等地，划定工业区块线，打造高品质产业发展空间，为新一轮工业倍增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

的土地要素和空间资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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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全国经济中心初步形成，基本建成国家先进制造业基地，到2035

年全面建成国家中心城市，基本建成现代化大武汉。2020年，北京GDP为全国的3.6%、占京津冀城市

群的41.8%；上海GDP为全国的3.8%、占长三角城市群的19.1%；广州GDP为全国的2.5%、占粤港澳

大湾区的18.3%；深圳GDP为全国的2.7%、占粤港澳大湾区的20.3%。比照“北上广深”等先进标杆城市

，要真正建成国家中心城市和全国经济中心，武汉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需从2020年的1.5%提升到2.5

%左右，经济总量占长江中游城市群比重需从2020年的16.7%提升到20%左右。要实现这一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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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在今后10余年需要保持6%左右的年均增速，争取到2035年GDP达到4万亿。

以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来实现未来4万亿的总量规模？对于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的武汉来说，这是一个需

要特别关注的重要战略问题。换言之，未来武汉的经济“画像”能否或应否趋同于“北上广深”等标杆城

市？未来在全国、东亚乃至全球的产业价值链体系中，武汉的战略定位、功能地位能否或应否最终比

肩“北上广深”等城市，是能够占据产业价值链的最高端，形成现代服务业占比80%以上的产业结构；

还是更多占据产业价值链中高端环节，以研发设计创新链、先进制造产业链、商贸物流供应链等为核

心支撑，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为双主导的产业结构？致力于对这些问题做出初步研

判，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初步结论是：从国家战略定位、武汉现有发展水平、未来发展潜力乃至全球产业高端环节配置现状及

未来趋势来看，目前武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能级主要是面向长江中游区域层级，还较难在整体上突破

国家级水平；但武汉工业的发展能级又是有基础、有潜力、有责任成为国家级、亚太级甚至世界级发

展潜力的。当前武汉工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发展明显滞后于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向要求，成为

打造国家中心城市和全国经济中心的主要短板。在2035年之前武汉应始终坚持工业强市的战略定位，

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经济主旋律、主阵地，持续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和先进制造产业创新

能力、价值增值、发展空间等倍增计划，努力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中心、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强市。

一、面向2035的武汉经济“画像”

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新兴产业、

先进制造业成为国家、城市提升竞争力的重要赛道，面向2035武汉应加码先进制造中心建设。

（一）全球先进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入渗透，全球制造业正在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一些小而

美、专而优的制造业单项冠军、隐形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地位越来越重要，灯塔工厂、未来

工厂、熄灯工厂等新业态不断涌现。随着土地、劳动等要素成本上升，环境、生态等污染成本加大，

束缚传统制造业的“微笑曲线”桎梏不断瓦解[1]，以工业4.0、智能制造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带来倒U型

反转的“武藏曲线”[2]。制造环节通过更多资本投入与科技、服务赋能正在成为主要的价值和利润源泉

，“流水线、标准化、低成本”的传统工业逐渐被智能制造、网络协同、个性定制、服务延伸等新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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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替代。在这种背景下，全球产业分工和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趋势很可能发生逆转。因为在

低要素成本地区运营一家传统工厂不一定比在中心城市运营一家新型智能工厂更有利可图。其结果就

是“制造+科技”双轮驱动创新，“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互相叠加增能，成为国家、城市提升竞争力的

主要方向。

（二）先进制造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加速提升

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深入演进下，未来全球产业价值网络体系发生结构性变化，先进制造中

心城市的地位和节点作用加速提升。一方面，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顶级，即使现代服务业占

据绝对主导地位，生产性服务业高度发达，仍然纷纷发力高端制造业，谋求“再工业化”，引导产业链

回迁。另一方面，新加坡、洛杉矶、旧金山、波士顿、法兰克福、慕尼黑、汉堡、米兰等以先进制造

业为主的中心城市或围绕制造业的创新型城市，不断巩固提升工业实力和创新能力，吸引了大量的跨

国公司总部或区域总部聚集，世界城市排名显著提升。这些城市更具发展活力，新兴企业和产业不断

涌现，在产业能级和价值增值能力等方面并不逊色于现代服务业中心城市。从国内来看，也呈现相似

趋势，深圳、重庆、苏州、成都、南京、佛山、宁波、郑州、西安、济南、泉州等城市近年来工业增

速较快，先进制造业发展迅速，城市综合实力和排名显著提升。而呈现“去工业化”趋势或过度依赖房

地产的天津、青岛、沈阳、长春、大连等城市则一度发展动力不足、增速降低、排名下降。

（三）武汉未来“画像”应加码先进制造中心

基于国家战略定位、现有发展水平、未来发展潜力等综合考量，面向2035的武汉经济“画像”应不同于“

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一是从全球视野来看，武汉未来或有可能建成的是一个专业型全球城市，而不是综合性全球城市。根

据《世界城市名册2020》[3]，上海（5）、北京（6）、广州（34）、深圳（46）四城的目标是与纽

约、伦敦、巴黎、东京相媲美的综合性全球城市。成都、天津、南京、杭州、重庆、武汉等次一级世

界城市的发展目标应该略低，或成为在某些领域世界领先的专业型全球城市。

二是从国家战略来看，武汉未来的目标应该是一个立足长江中游地区的国家中心城市和全国经济中心

，在某些专业化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而并非是像“北上广深”那样肩负冲击“世界经济中心”使命的城

市。从目前来看，北京的总部经济资源最多，上海的跨国公司实力最强[4]，深圳的民营经济和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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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最活跃，这3城是公认的全国经济三大中心，其目标也是由全国经济中心成长为世界经济中心，全

面参与全球竞争。类似武汉的新一线城市则应更多承担由区域经济中心成长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使命，

带领区域在某些专业化领域参与全球竞争。只有不同城市之间寻求规模化、专业化、特色化、差异化

发展路径，才能改变我国在全球制造业四级梯队格局中仍处于第三梯队,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总

体上大而不强的不利局面[5]。

三是从自身禀赋来看，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业才是武汉现阶段的优势和出路。发展现状方面，武汉区位

交通优势突出，科教实力强大，工业门类齐全，创新能力可观，现有的三大国家级开发区和五大产业

新基地在全国乃至全球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发展历史方面，武汉位居清末时期的内陆经济中心、民国

初期的民族工商业中心、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工业重镇、世纪之交的“车都”“光谷”崛起以及近年来的“工

业倍增”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无不证明：每当制造业快速发展时，就是武汉地位快速上升时期；每当

制造业衰弱下降时，也是武汉竞争力和地位不利之时。

总之，面向2035，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和全国经济中心的武汉“画像”一定不同于当前的“北上广深”。其

中2020年北京、上海、广州的服务业比重分别为83.8%、73.1%、72.5%，很快都将在75%以上。武汉

一无金融、科技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先优势，二无区域发达工业制造业规模优势，难以像“北上广深”那

样依赖超高比例的现代服务业支撑来实现4万亿总量。因此，武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能级主要是面向

长江中游区域层级，较难在整体上突破国家级水平。相反，武汉之于整个中国，十分类似于苏州之于

长三角、佛山之于珠三角，继续做大做强做优工业制造业，形成差异化、互补化发展的战略定位，才

是武汉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主要方向。相比于服务业，武汉工业的发展能级更有基础、有潜力、有责

任达到国家级、亚太级甚至世界级发展水平。

对照2020年上海、深圳、苏州、佛山工业增加值（分别约为9700亿、9500亿、8800亿、5800亿元）

和工业占比（分别约为25.0%、34.4%、43.6%、53.7%）情况，未来武汉加码世界级先进制造中心建

设，要力争工业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据此测算，三次产业结构的中期目标大致应是1：34：65，二

产中工业比重30%，工业增加值8000亿元左右（2030年）；长期目标大致应是0.5：29.5：70，二产

中工业比重27.5%，工业增加值1.1万亿左右（2035年）。

二、当前武汉制造业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

（一）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制造业复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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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世纪疫情后，世界各国重新认识到制造业

的重要性。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力”、德国“国家工业2030”、日本“社会5.0”和欧盟“工业 5.0”等发展战

略先后出台，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制造业复兴，抢占全球制造业新一轮竞争制高点。在一系列信息技

术突破应用前提下，新一轮的国家竞争、区域竞争、城市竞争，将聚焦于新技术赋能后的“新制造”[6]

。制造业成为未来发展的决胜赛场，而脱离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将面临产业空心化、科技创新“脱实向虚

”等巨大风险。以美国为例，其制造业占比虽然仅有百分之十几，但却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要素，

将“制造环节”转移到低成本国家的结果。虽然制造环节空心化，但美国企业仍拥有与“制造环节”相匹

配的强大工业技术与科技实力，牢牢掌控微笑曲线两端。在芯片、精细化工、精密机械、科研设备等

高端制造领域美国依旧是霸主，苹果、微软、谷歌、英特尔、特斯拉、高通、波音、赛默飞、通用、

戴尔、IBM、惠普、强生、宝洁、辉瑞、陶氏、杜邦、艾默生、康明斯等一大批跨国企业在各个细分

行业占据主导地位，占有较大科技优势。即便是被普遍认为制造业衰落的纽约市，仍然在智能制造方

面世界排名数一数二，以3D打印为代表的都市制造业，尤其是高知识密度、高科技含量的高端制造业

依然发展迅速[7]。

（二）国内主要城市全力推进制造业升级

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制造业转型升级，我国在2015年推出《中国制造2025》，力图解

决制造业总体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中低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之后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智能制造专项等政策相继实施，国家级智能制造类试点项目累计超过1000个，各地兴建的智能制造类

产业园区超过500家。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国内主要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抓手。随着近年制造业比重过快下滑，多数城市开始“重拾”制造业，不管是一线城市“北上广深”，

还是制造业“新一线”城市苏州、重庆、佛山，亦或是同类竞争城市成都、杭州、南京，都纷纷确立了

制造强市的鲜明导向，新一轮城市先进制造业竞赛持续深入。

从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来看，即使服务经济已经占据绝对优势，但仍然高度重视发展制造业，尤其是

先进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北京提出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精尖产业，筑牢以实体经济为根基的高

精尖经济结构，塑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北京智造”“北京服务”。制造业第一城上海正全力打响“上海制

造”品牌，加快建设联动长三角、服务全国的高端制造业增长极和全球卓越制造基地，积极打造世界级

的新兴产业发展策源地。制造业第二城深圳工业增加值与上海的差距已经微乎其微，正全力打造“两个

百平方公里级”高品质产业发展空间，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打造制造强市，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广州市深入实施结构优化、技术创新、主体壮大等“八大提质工程”，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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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制造”向“广州智造”升级，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从制造业“新一线”城市来看，长三角的苏州、成渝城市群的重庆、珠三角的佛山都坚定不移地推进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国内制造业新兴城市苏州瞄准全球制造最高标准、最高水平，加快建设全球先进制

造业基地，构建新型制造业体系，打响“苏州制造”品牌。重庆隆重召开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

全力建设高质量的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推动制造业“跨越新关口、培植新优势、迈上新台阶”，

完成一场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变革。佛山始终坚持制造业立市兴市强市，制造业比重居国内各制造业

名城之首，全力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基地、面向全球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

级的一个样板。

从同类竞争城市来看，成都、杭州、南京均确立了制造强市的鲜明导向。成都加快建设具有全球显示

度的产业生态圈和产业功能区，打造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东移。杭州发布“新制造

业计划”和“未来工厂”建设意见，到2025年实现规上工业企业、十百千亿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和工业投资、工业技改总量、新引进项目投资额“六个倍增”，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强

市，推动制造业新飞跃[8]。南京确立制造强市鲜明导向，划定产业发展红线，增加工业用地和都市产

业载体供给，大力建设制造强市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名城。此外，青岛要重塑“青岛制造”优势，

并在苏州设立了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一把手”专业化领学研修班。济南提出到2025年工业比重提高到30

%以上，先进制造业和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能级双双达到万亿级的目标。

（三）武汉制造业发展或遇困境

2015年以来，武汉工业制造业发展不畅，存在结构不良、“未富先老”、投资低迷、优势下降、带动力

弱等突出问题。

一是工业发展存在明显结构问题。武汉工业体系中央企、国企、外企占比较高，发挥着主导和骨干作

用，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占比偏低且活力不足。2019年，武汉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

控股企业的总资产、固定资产净值、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占比分别高达84.5%、67.1%、75.64%和51.

35%，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2.2%。这样的所有制结构，再加上基本

维持在75%左右水平的重工业比重，导致民营和中小工业企业大部分处于从属、配套、弱势地位，毛

利润率低、规模不大、实力不强。从全市来看，近10年来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基本维持在40%

左右，低于湖北省54%的平均水平，2020年占比40.3%，低于杭州、成都、南京、广州。此外，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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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和新兴产业结构在持续优化，但传统汽车、钢铁、石化、烟草等支柱产业增长空间有限，光电子

信息、下一代汽车、高端装备等领域受芯片等“卡脖子”技术产品制约，其他优势新兴产业无论规模还

是占比远未成为工业主要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任重道远。

二是经济结构“未富先老”。去除2020年极端情况，2016~2019年武汉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为6.2%，低

于湖北省7.2%的平均水平，远低于“十二五”期间平均12.1%的超高水平，放缓明显。从2015年起，武

汉工业增长转入中低速，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低于服务业和GDP增速，工业企业中一些非制造环节不

断分离出来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导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大幅下滑，2015~2020年累计下降6.7%（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后修订数据），比全国同期多下降3.4%。2020年武汉工业占比仅为26.2%，制造

业占比为23.5%，是全国少数几个工业增加值在4000亿左右而工业占比低于30%的城市。

三是工业投资相对低迷。纵向比较来看，近年武汉工业投资总量下降。“十二五”期间工业投资迅速提

升，2015年最高达到2769亿元，年均投资在2000亿元以上，而“十三五”期间年均工业投资降至2000

亿元以下。横向比较来看，2020年武汉完成工业投资总额超过1500亿元，在主要城市中投资总额尚在

较高水平。与工业投资总量和增速下降对应的是，新增重大工业投资项目数量减少，实际完成投资额

偏低，发展后劲不足。现有一些工业重大项目基本上是“十三五”期间策划引进的老项目，开发区、新

城区等工业发展主战场新策划引进的重大工业项目偏少。

四是制造业排名和优势下降。近年武汉的工业增加值总量先后被佛山、宁波、无锡、东莞、泉州、南

京、杭州、成都等城市超越，跌出全国前十。在首批2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武汉申报的两大

产业集群未能入选，在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独角兽等企业数量上排名都相对

靠后。截至2021年11月，武汉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为11家，全国城市排名20开外；专精特

性“小巨人”企业49家，列全国第20名，远低于宁波、深圳、成都、青岛，也不如西安、长沙、郑州、

合肥、杭州。

五是龙头企业少，带动力较弱。一方面，工业发展主要靠龙头企业支撑。武汉市产值千亿以上企业2

户、百亿到千亿企业9户、十亿到百亿企业161户。总量居前的30户重点工业企业合计完成产值占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左右，总量居前的190户重点工业企业合计完成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的七成左右。另一方面，龙头企业的竞争力略显不足，带动力弱。不管是从世界500强、中国5

00强，还是从制造业500强、民企500强、上市公司等企业榜单来看，武汉上榜的龙头企业数量都相对

较少。只有东风汽车、中国信科、人福医药、三环集团4家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13家中国民企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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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中只有当代集团属于医药制造业。能够体现“武汉造”的代表性企业和品牌，要么如周黑鸭、马应龙

、猫人等规模量级较小，要么如东风汽车、长飞光纤、烽火通信等偏资本品属性，缺少类似海尔、青

啤之于青岛、三一、中联之于长沙、格力之于珠海、美的之于佛山的世界级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龙

头企业量和质上的“双不足”削弱了城市影响力和带动力。

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武汉现行政策措施未能凸显对制造业的足够重视，面向未来制造业转型

升级步伐滞后。例如，相关政策不够聚焦，各种发展规划、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出台很多，但真正政

策落地、见到实效的却不多；过多强调“一产一策”，容易缺乏顶层设计与系统谋划，容易缺乏纲领性

政策的战略高度和视野，容易流于形式弱化信号。相关定位不够高远，目前国家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总

定位显得落伍，工业比重达到27%左右的目标也不够出彩，与上海、深圳、苏州等地对制造业的全球

目标定位相去甚远。相关举措不够得力，在新制造、新工厂、新产业功能平台等方面推进滞后，高品

质产业发展空间不足，与上海连续举办八届“先进制造业大会”，苏州构建新型制造业体系，重庆要完

成一场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变革，杭州发布“新制造业计划”等对照，推进措施不足，转型升级缓慢。

三、加码先进制造中心的政策建议

面向2035，建设全国经济中心，需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工业，毫不动摇地建设制造业强市，持之以恒地

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武汉经济建设的主旋律、主阵地。

（一）长期坚持工业强市持续打造世界先进制造业与产业创新中心

高标准研究制订《“武汉制造2035”行动纲领》，旗帜鲜明地把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先进制造与

产业创新中心作为打造国家中心城市和全国经济中心的主要目标，始终围绕先进制造业发展协同推进“

五个中心”建设，把工业比重回升到30%、制造业比重回升到26%作为重要量化指标。在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中，发挥好产业基础、区位交通、创新能力等传统优势，厚植新兴及未来产业、先进制造集群发

展新优势，更多占据产业价值链中高端环节，以研发设计创新链、先进制造产业链、商贸物流供应链

等为核心支撑，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为双主导的产业结构。持续打造先进制造产业

价值链的引领能力、控制能力、增值能力，形成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差异化、互补化的发展战略

定位，全面推进制造强市战略落地生效，对外发出新工业倍增强烈信号，给全社会和企业家安心发展

实体经济的良好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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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

加快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尽快把新兴产业培育成新的支柱产业。一是立足现有的四大国

家级产业基地和大健康产业基地，突破性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培育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产业有机更新、迭代升级。二是突破性发展数字经济，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等

数字“新基建”，发展“光芯屏端网云智”等数字新产业，推进三次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数字“新融合”，建设

全国数字经济一线城市。三是建议设立中小企业服务局，打造更优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围绕降低税费、控制房价两大因素为实体经济创造更好发展条件，提升民营经济占比。

（三）实施“先进制造产业创新能力倍增计划”

以位于中心城区的都市工业园和“创谷”为主，打造创新创业的主战场和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企业的主

要聚集地，提升产业创新的服务能级。设立创新型产业用地分类，重点在主城区规划50个左右创新产

业发展单元、50平方公里左右创新型工业用地，严格限定产业发展导向，为新兴企业、新兴产业提供

中心区的低成本多功能高品质复合空间。

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精密制造、高端制造和绿色制造。一方面鼓励传统制造业注重研发设计、产品创

新、品牌创建，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朝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另一方面，持续推进“万企万亿”

技改工程，完成规上工业企业数智升级全覆盖，引导更多制造企业产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

安全水平、服务能力等全流程全方位改造提升，挖掘制造环节利润，锻造长板并向“武藏曲线”凸变。

推进制造业数字赋能、精神赋能（工匠精神）、文化赋能，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进程。

（四）实施“先进制造产业价值增值倍增计划”

以三大国家级开发区和四个新城区所属工业园为主建立若干新工业倍增承载区，重点实施“先进制造产

业价值倍增计划”。以重大工业投资项目、工业投资总量与增速，工业总产值、增加值总量和增速等作

为这些园区的考核目标，突出发展重点。以武汉城市圈作为承载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空间载体，注重与

城市圈周边城市合作共建，解决土地资源瓶颈，共谋工业布局，实现新工业倍增。

（五）实施“先进制造产业发展空间倍增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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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实施“先进制造产业发展空间倍增计划”，参照上海、深圳、广州等地模式，划定工业区块线，拓

展工业用地规模，打造高品质产业发展空间，为新一轮工业倍增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土地

要素和空间资源保障。确保每年工业用地增量占年度土地出让总量的30%以上。根据未来武汉万亿工

业增加值总规模和地均工业增加值20亿元/平方公里匡算，建议确定500平方公里为武汉产业空间发展

底线，同时实现其中100平方公里工业用地更新，全面提升产业用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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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eight the Construction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enter: the Path to Build a National

Central City for Wuhan in 2035

ZHOU Yang

Abstract: With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accelerat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he status and role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enter citie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Wuhan should be a professional global city in the future; from a national strategy,

Wuhan should be a national central city and economic center based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from its own endowment, vigorously develop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It is also the

advantage and way out of Wuhan.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Wuhan'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poor structure,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sluggish

investment, declining location advantages, and weak driving force of leading enterprises. It should

b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verweight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enter. To this end, firstly, the

policy should adhere to a long-term strong industrial market, continue to build the world'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center, and send a strong signal of the

doubling of new industries to the outside world, so as to provide good expectations for the whole

society and entrepreneurs to develop the real economy with peace of mind; secondly, to speed up

Implement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doubling plan and cultivate new pillar industries;

thirdly, relying on the urban industrial parks and "creative valleys" in the central city, create the

main battlefield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main gathering place for innovative

talents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and improve the industry Innovative service level; Fourth, make

good use of the three national-level development zones and the industrial parks affiliated to the

four new urban areas to establish a number of new industrial multiplication bearing area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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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e the multiplication of new industries; fifth, refer to Shanghai, Shenzhen, Guangzhou and

other places to plan Determine the industrial block line, create a high-quali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pace, and provide sufficient land elements and space resource guarantee for a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multiplic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words: Wuhan "14th Five-Year Plan"; industrial strong city; central city constructio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enter; urban agglomeration construction; urban economy;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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