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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计划

（2019-2022 年）》(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有效改善制造业短板领域设计问题，提升制造业设计

能力，支撑制造强国建设，我部会同有关部门在广泛调研的

基础上，起草了《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计划

（2019-2022 年）》（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我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工业设计创新发

展，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当前，工业设计

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同时设计能力不足已成为

影响制造业领域转型升级的因素之一。在基础研究与积累、

工具与方法、人才水平以及公共服务能力等方面，设计领域

亟待加快发展步伐。为此，我部在充分借鉴前期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围绕落实制造强国建设相关要求，提出实施制造业

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

二、起草过程

我部围绕主题开展了重大课题研究，多次组织地方主管

部门、行业组织、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设计企业等进行座

谈讨论。在充分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按照部领导部署要

求，确定了《行动计划》的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今年 2月

到 4月，经商部内相关司局，报部相关会议审议，原则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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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内容并送国务院有关部门征求意见。经沟通反馈，9个

部门对文稿内容和工作分工提出意见建议共 20 余条，我们

都认真研究并采纳。

三、发展目标

在坚持市场主导、创新驱动、统筹协调、以点带面基本

原则的基础上，《行动计划》提出，争取用 4年左右的时间，

推动制造业短板领域设计问题有效改善，工业设计基础研究

体系逐步完备，公共服务能力大幅提升，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发展。在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汽车、电力装备、石

化装备、重型机械等行业，以及节能环保、人工智能等领域

实现原创设计突破。在系统设计、人工智能设计、生态设计

等方面形成一批行业、国家标准，开发出一批好用、专业的

设计工具。高水平建设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提高工业设计

基础研究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创建 10 个左右以设计服务

为特色的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发展壮大 200 家以上国家级

工业设计中心，打造设计创新骨干力量，引领工业设计发展

趋势。推广工业设计“新工科”教育模式，创新设计人才培

养方式，创建 100 个左右制造业设计培训基地。

四、重点任务

针对制造业设计的短板问题和影响设计创新发展的突

出问题，提出 5大任务、13 项举措。一是夯实制造业设计基

础。提出要加大基础研究力度，开发先进适用的设计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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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推动重点领域设计突破。提出要补齐装备制造设计短

板，提升传统优势行业设计水平，大力推进系统设计和生态

设计；三是培育高端制造业设计人才。提出要改革设计人才

培养模式，畅通设计师人才发展通道；四是培育壮大设计主

体。提出要加快培育工业设计骨干力量，促进设计类中小企

业专业化发展；五是构建工业设计公共服务网络。提出要健

全工业设计研究服务体系，搭建共创共享的设计协同平台，

强化设计知识产权保护，营造有利于设计发展的社会氛围。

围绕各项任务，《行动计划》通过专栏的方式提出了关键设

计软件迭代、重点设计突破、设计人才培育、中小企业设计

创新、工业设计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业设计知识产权保护

维权等 6项工程，明确具体要求，增加行动计划的可操作性。

五、保障措施

《行动计划》从组织协调、政策引导、投融资渠道、政

策宣传等方面提出 4项保障措施，确保各项任务顺利实施。

在组织协调方面，提出要强化部门协同和联动，建立相关部

门统筹协调、合力推动的工作制度，各地相关部门要结合实

际，部署落实工作任务。相关行业组织和社会机构要广泛参

与，共同行动，贯彻落实各项任务安排。在政策引导方面，

提出要修订推动工业设计发展的政策，拓展设计内涵外延，

利用相关部门现有渠道和重大项目，支持制造业设计能力提

升。企业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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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收入，可按国家税法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加强行业统计监测等。在拓宽投融资渠道方面，提出要鼓励

社会资本设立设计类产业基金，鼓励符合条件的设计企业上

市融资，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为设计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

拓宽抵质押品范围。鼓励担保机构设立专项担保品种，加大

对设计企业和设计创新项目的信用担保支持力度等。在政策

宣传方面，提出要大力宣传设计领域优秀成果、赛事活动、

重点企业和领军人才，加强设计类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提

升诚信经营意识，不断扩大设计创新的社会影响，营造全社

会重视设计、推动设计发展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