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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2025》
實施成效觀察

鍾富國／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大陸經濟）研究所　分析師

2025年適逢《中國製造2025》推出十周年，也是第一階段目標的關鍵時點。本文綜

整《中國打造的世界》（作者為美國國務卿馬可．盧比歐）等3份報告與報導，總結出

《中國製造2025》十大重點領域中，電動車、能源和發電技術、高速鐵路、造船業已完

全實現目標。然而，在半導體等精密科技領域，中國大陸雖有突破，但仍處於追趕國際

領先水準階段。整體而言，《中國製造2025》有效推動製造業轉型升級，並促使中國大

陸製造業實力與美國、德國、日本的差距逐漸縮小。

關鍵詞：中國製造2025、地緣政治、美中科技競爭

Keywords:  Made in China 2025, Geopolitics, US-China Technology Competition

《中國製造2025》政策推出背景

中
國製造 2025》的提出，源自中國大陸

面臨經濟轉型與國際競爭的雙重壓力。

2010年左右，中國大陸雖已成為全球第二大

經濟體，但製造業面臨「大而不強」的困境，

核心技術依賴外國、資源利用率偏低、勞動

密集產業面臨越南等國競爭威脅。

此外，隨著新一代資訊技術與製造業的

融合趨勢，《中國製造 2025》亦順應第四次

工業革命，借鏡德國「工業 4.0」戰略架構，

試圖推動製造業數位轉型，加速由勞動密集

的「世界工廠」轉型為技術密集的製造強國。

《中國製造 2025》亦隱含地緣政治考量，

透過產業政策，培育「國家冠軍企業」、「小

巨人企業」，以擺脫對西方技術依賴，爭取

中國大陸在國際競爭的發言權。

《中國製造2025》內容重點

為因應上述情勢，2015年 5月國務院公

布《中國製造 2025》設定三階段目標與關鍵

時間點：

第一階段，2020年聚焦基礎強化，重

《



11

前瞻焦點

點在數位化、網路化取得突破，2025年形成

一批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和 業集

群，在全球 業分工和價值鏈中的地位明顯提

升，十大重點領域形成自主供應鏈，核心組

件自給率提升至 70%。

第二階段，2035年規劃達到世界製造業

中等強國水準，創新能力與綠色製造體系全

面升級。

第三階段，2049年（新中國成立百年）

製造業綜合實力進入世界製造強國前列，建

成全球領先的技術體系和產業體系。

上述目標說明，中國大陸政府以「兩化

融合（資訊化與工業化）」為基礎，搭配「跟

跑、並跑、領跑」三階段轉型的政策思維，

推動《中國製造 2025》。

此外，「大力推動重點領域突破發展」

為《中國製造 2025》的核心任務。十大重點

領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高檔數控機床

和機器人、航空航太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

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

能源汽車、電力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

高性能醫療器械、農業機械裝備。

針對「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中的「集

成電路及專用裝備」，《中國製造 2025》提

出提升設計、製造和封測能力，突破核心通

用晶片與高密度封裝技術，並加強專用設備

的研發能力。目標是到 2025年實現國產化率

達 70%，以減少對外依賴，並保障國家資訊

與網路安全。

針對「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項下的「電

動汽車」，《中國製造 2025》提出掌握電池、

驅動電機、智慧控制等關鍵技術、完善充電

基礎設施建設。目標是到 2025年形成自主可

控完整的產業鏈，與國際先進水準同步的新

能源汽車年銷量 300萬輛，自主新能源汽車

市場份額達到 80%以上；產品技術水準與國

際同步，擁有兩家在全球銷量進入前十的一

流整車企業，海外銷售占總銷量的 10%。

總體而言，《中國製造 2025》經由聚焦

十大重點領域，推動技術自主化與產業升級，

進而達成由「製造大國」向「製造強國」的

三階段轉型目標。

對《中國製造2025》成果的評估

2025年為《中國製造 2025》的第一階段

目標關鍵時間點，中國大陸官方截至目前並

未公布成果評估，但部分中外媒體、政治人

物對《中國製造 2025》已進行成果評估，列

舉如下：

一、香港「南華早報」

2024年 4月，「南華早報」針對 260多

項技術指標的分析，顯示《中國製造 2025》

整體目標達成率已超過 86%，其中多項重點

領域呈現超額完成 1。首先就「新一代信息技

術產業」而言，中國大陸在半導體製造、5G

通訊設備、工業軟體等領域取得突破。中芯

國際公司、華為公司在深紫外光（DUV）微

影曝光設備上，透過雙重曝光手法，推進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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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節點至 7奈米，已部分緩解極紫外光微影

曝光技術尚未完全自主的瓶頸；此外，中國

大陸已具備伺服器、固態硬碟、光纖通訊設

備等高階產品的全產業鏈製造能力，相關產

品市占率持續提升。

在「節能與新能源汽車」，中國大陸電

動車產業發展優於預期。原定 2025年達到

300萬輛年銷售目標，但在 2023年電動車銷

售量已接近 1,000萬輛，僅比亞迪公司銷售即

突破 300萬輛，凸顯中國大陸在車載光達、

智慧駕駛系統的布局效益。但亦引起歐美國

家的反補貼調查與關稅壁壘。另一方面，部

分電動車發展目標設定得過於樂觀。例如，

電動車電池的能量密度要求被設定為 400瓦

時 /公斤，但目前主流產品能量密度僅略高於

200瓦時 /公斤；2025年實現完全自動駕駛的

目標亦難以達成。此外，除了華為公司之外，

多數整車廠仍依賴輝達等美國公司提供自動

駕駛晶片。

受美國制裁時間最長的「航空航太裝

備」，中國大陸已經實現幾乎所有目標。諸

如，國產客機 C919已投入商用、火星著陸探

測、建立北斗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天宮太空

站、嫦娥六號探測器登陸月球背面採樣返回。

《中國製造 2025》完成率最低的領域是

「新材料」，僅為 75%。待完成的目標包括

低成本鈦合金粉末、特殊超導材料與化學材

料，以及可讓鋰電池續航里程翻倍的石墨烯

電極材料等。

「南華早報」總結，美國在製造業，特

別是軍事技術、航空航太等產業，仍然是無

可爭議的世界領導者。但中國大陸在製造業

整體表現和實力，與美國、德國、日本的差

距已經縮小。

二、「中國打造的世界」報告

《中國打造的世界》（The World China 

Made）為美國國務卿於 2024年 9月發表的報

告。十大重點領域中的四個領域（電動車、

能源和發電技術、高速鐵路、造船業）完全

實現目標；5個領域（航空航太、生物技術、

新材料、機器人與工具機、半導體）達到部

份成功；僅農業機械未達成預期目標 2。

以半導體為例，中國大陸政府將其視為

實現技術自主和國家安全的核心。投入超過

1,500億美元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

金」及地方基金推動研發和基礎設施建設，但

先進製程所需的極紫外光（EUV）微影曝光

設備仍依賴荷蘭 ASML公司獨家供應，卻受

美國等盟國禁運；而攸關晶片設計的電子設

計自動化（EDA）工具，也仍仰賴 Synopsys

和 Cadence等美國企業提供解決方案。

儘管面臨阻礙，「中國打造的世界」提

出中國大陸在部份半導體領域依舊取得進展，

包括：

先進製程晶片，中芯國際公司設法利用

舊設備搭配多重曝光方式，生產 7奈米晶片，

並搭載於華為公司在 2023年推出的旗艦 5G

智慧手機「Mate 60 Pro」。

成熟製程晶片產能，可廣泛應用於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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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軍事領域的 20∼ 45奈米晶片，中國

大陸占全球晶圓代工產能的 27%。

封裝測試，中國大陸已成為全球封裝測

試領域的重要參與者，長電科技公司為全球

排名前五的封裝測試公司，且中國大陸積極

收購海外封裝測試公司。

記憶體，即使受到美國制裁，長江存儲

科技公司仍可維持市場競爭力，並已開始出

貨有 294層的第五代 3D NAND記憶體。

電動車，「中國打造的世界」指出，中

國大陸政府在 2009年開始大規模推動電動汽

車產業。當時，中國大陸已擁有龐大的傳統

汽車產業，但由於內燃機技術落後於西方國

家，轉而選擇電動汽車技術，視其為未來汽

車工業的核心，以實現「彎道超車」。中國

大陸政府提供超過 600億美元的補貼，用於

支持電池研發、生產設施建設、補貼消費者

購買電動汽車，再搭配免除牌照費、減少行

政審批等措施。

此外，中國大陸在電池技術取得顯著進

展，尤其是在鋰鐵磷酸鹽電池上，比亞迪公

司創新推出的更薄、更安全、更低成本的「刀

片電池」，使得其能生產物美價廉的電動車；

同時，中國大陸企業在高階電動車市場也有

所斬獲，持續推出具有長續航里程和豪華配

備的車型。

「中國打造的世界」歸納《中國製造

2025》主要政策方向是進口替代和出口擴張，

核心目標是提升中國大陸在高科技、高附加

價值產業的競爭力，並減少對外國技術和產

品的依賴，使中國大陸企業在國際上更具競

爭力，進而主導供應鏈。

三、天下雜誌

2024年 10月，「天下雜誌」除了引用

前述《南華早報》的分析，指出《中國製造

2025》整體目標達成率約為 86%，也提到新

能源汽車的發展尤為突出；C919客機量產並

在國內航線營運，象徵中國大陸成為全球民

航客機製造的第三勢力；2024年世界機器人

大會展示 27款中國人形機器人，部分已進入

實際生產作業環境應用；中國大陸企業採用

RISC-V架構開發本土處理器，展現不坐以待

斃的韌性與技術創新能力。

在《中國製造 2025》在國產化目標與實

際達成狀況上，農業機械裝備、新能源汽車、

核能發電、核能發電、太空探索皆「達標」；

半導體國產化目標為 70%，但現況僅有

22%；智慧製造設備的國產化目標為 60%，

現況為 51%；高階船舶製造的國產化目標為

50%，現況為 35%3。

最後，「天下雜誌」以深度報導的方式，

描述美國制裁反而促使華為公司在《中國製

造 2025》政策下，實現重大轉型與技術突

破，從以往依賴外國技術的通訊設備製造商，

轉型為中國大陸科技自主創新的典範企業。

例如，搭載自主研發 7奈米晶片的「Mate 60 

Pro」手機，突破美國封鎖之外，鴻蒙作業系

統市占率達 17.2%，超越 iOS；昇騰 910B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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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效能達到輝達 A100晶片的 80%。值得注意

的是，華為公司正構築出完整生態系統，涵

蓋通訊設備、智慧手機、智駕汽車、作業系

統、晶片設計、人工智慧、雲服務等，逐步

從「中國的三星」全方位轉型為「中國版蘋

果+輝達+博世」，展現在美國技術封鎖下，

謀求科技自主的決心 4。

四、彭博社

2024年 10月，「彭博社」5的研究指出

《中國製造 2025》成績斐然。在該政策推出

的 2015年，中國大陸已是無人機、太陽能面

板、石墨烯領域的全球領導者；2024年，中

國大陸進一步在電動車與鋰電池、高速鐵路

領域成為全球領導者，預期至 2030年中國大

陸也將成為液化天然氣載運船領域的全球領

導者。

上述成果源於中國大陸政府系統性布局

政策制定與執行方案。首先，透過產業政策

引導與資金支持，成功推動關鍵技術突破；

以比亞迪為例，憑藉政府支持與市場驅動，

該公司不僅在電動車領域超越特斯拉，更在

泰國、匈牙利等地設廠，以全球化布局規避

關稅壁壘。

其次，在技術創新上，中國大陸採取多

元突破策略，綜合運用加大研發投入、推動

產學研合作、建立技術創新中心等，顯著提

升創新能力。例如，中芯國際、華為在美國

制裁下仍能開發 7奈米製程晶片；同時，在

專利申請方面，中國大陸在生物醫藥、高科

技設備、能源設備、高階自動化機械與機器

人、資訊技術、新材料等六大領域的國際專

利申請數量已超越美國，且上海微電子裝備

公司也在 2024年 9月申請「極紫外光輻射產

生器與微影曝光設備」相關專利。

最後，中國大陸增加對高科技產業的投

資，以維繫技術自主和產業升級。其中，高

科技產品出口比率提升、企業在全球價值鏈

的地位上移。例如，工具機、電動車、半導體、

3D列印機等領域，中國大陸企業展現明顯的

成本優勢和規模效應。

《中國製造2025》對其他國家的威
脅

上述文獻提及《中國製造 2025》對其他

國家、企業的威脅可列舉如下：

市場競爭加劇：以電動車為例，中國大

陸政府的補貼減少、電動車陷入價格戰與內

捲，雖然部分公司將遭淘汰，卻也促成資源

和技術集中於領先企業，使其更具全球競爭

力。中國大陸企業的技術和產品品質提升，

特別是量產能力與低價產品將使其他國家企

業難以在價格、供應鏈上與之抗衡、競爭。

供應鏈依賴性：其他國家、企業對中國

大陸的關鍵技術、原材料依賴加深；此外，

中國大陸的進口替代政策能在境內生產更多

產品、減少外部供應需求，可能導致相關國

家在某些領域失去競爭優勢。

技術移轉與智慧財產權問題：中國大陸



15

前瞻焦點

內需市場規模可觀，但外國企業進入中國大

陸市場時必須與中國大陸企業合作、或被要

求技術移轉，可能加劇智慧財產權、技術外

流等風險。

地緣政治影響：《中國製造 2025》不僅

是產業政策，亦具有地緣政治意圖，主要是在

全球擴展製造能力、市場影響力，以增加中國

大陸的國際政治、經濟影響力。以半導體為

例，中國大陸雖然在先進製程方面仍落後，但

在成熟製程、封裝測試領域具備的優勢，可能

威脅全球供應鏈、被作為地緣政治工具。

換言之，《中國製造 2025》至今取得的

成果，不僅改變全球製造業的趨勢，也對其

他國家的經濟安全造成威脅。受影響國家必

須重新評估自身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位置，並

制定因應措施。

後續觀察重點

綜合分析前述對《中國製造 2025》迄今

的實施成效，可觀察到中國大陸在不同層級

科技領域呈現的發展差異。在規模化工業科

技領域，如高速鐵路、船舶製造、新能源汽

車等，中國大陸已確立全球領導地位；在無

人機、太陽能面板等應用科技的設計和製造

上，也展現出強大競爭力。然而，在以半導

體領域為代表的精密科技領域，中國大陸目

前已有點狀的技術突破，但仍在追趕國際領

先國家。亦即，《中國製造 2025》在推動大

型工業體系升級方面取得顯著成效，但在尖

端精密製造領域的成效仍待觀察。

尤其，美中科技競爭已為長期態勢，恐

不會因為兩國政局變化而逆轉。未來可觀察

《中國製造 2025》十大重點領域，在面臨下

述三項挑戰時，仍否持續取得進步。首先，

半導體進步受阻，美國技術封鎖導致中國大

陸先進製程落後，高階晶片甚至需要仰賴黑

市採購；其次，資源與人才限制，地方財政

惡化、外國直接投資低迷，恐削弱產業扶持

力度，加上前瞻科技領域人才逐漸匱乏，恐

阻礙產業發展；最後，美國持續加嚴技術管

制並投入鉅資發展半導體、人工智慧，中國

大陸在基礎研究等關鍵領域與美國的差距可

能會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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