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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发展未来产业的
机遇、挑战与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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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未来产业是以满足未来人类和社会发展新需求为目标，以新兴技术创新为驱动力，旨在扩展人类认

识空间、提升人类自身能力、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在中国走向高质量发展的今天，前瞻布局未来

产业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动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文章在阐述未来产业概念

和特征的基础上，回顾了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态势、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布局，以及我国发展未来产业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并从加快推进基础研究、孵化产业生态、加强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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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

出，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

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

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

形成发展新动能。同年 10 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

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要围绕

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前瞻布

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发展数字经

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愿景目标纲要》中也已明确提出

要“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可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

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动能、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面对新型国际关系、把握产

业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举措，也是谋求“十四五”时期

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所在。

1 未来产业的概念与特征

未来产业是以满足未来人类和社会发展新需求为

目标，以新兴技术创新为驱动力，旨在扩展人类认识

空间、提升人类自身能力、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产

业。作为面向未来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在孵化自身

细分产业的同时，还能为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提供新机遇，赋予新动能。然而，目前对未来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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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标准，仍未达成共识。有研究认为应该从技术、

需求、收入弹性和关联效应等维度来判断[1]，也有研

究认为快速迭代、跨界融合、高度集成、生态演化是

未来产业的重要界定标准。总体来看，未来产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息息相关，都是重大科技创新产业化后

形成的、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对经济社

会具有支撑带动和引领作用的前瞻性新兴产业。相比

于具有相对明确的产业形态、产业边界、发展模式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基于未来技术突破和场

景应用而培育的新兴产业，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不确

定性，需要各类产业新技术、新要素、新主体的联合

推动。

总结来看，未来产业主要有 4 个特点：①  “诞

生”于新科技突破带来的应用。未来产业所依托的技

术来源于颠覆性技术[2]或是持续性技术群的突破，其

中前者通过改变已有技术范式并替代主流技术，形成

新产品或服务[3]；后者则通过增量技术的改善，优化

已有产品或是服务。新一代信息技术、基因技术、人

工智能、未来网络、氢能与储能技术、新材料技术的

跨界融合催生了未来产业。② 不断拓展人类生存和发

展新边界。未来产业的发展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

深海、深空、深地、深蓝的实体空间，以及 5G、大数

据、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的数字空间。③ 不断满足人类

和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未来产业的发展将会突破“需

求引导新技术”的局限，开启“技术引致新需求”的

双向通道，成为下一步创新动能的新增量[4]。④ 创造

新型载体。如，通过引入新要素、开发新设计、加工

新材料、创造新工艺等，突破传统产业形态，创造新

型载体。

2 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态势与主要国家和地区
的产业布局

2.1 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态势
量子信息、生物技术、高端制造等领域将会成为

未来产业的重点[4,5]。

信息技术领域。未来网络技术、光电子技术、

人工智能等产业会对经济、军事和生活等产生全面

影响。例如，量子计算将在加速新药研发、加速破解

加密算法、加速人工智能及金融发展方面释放巨大算

力，量子通信在军事国防、国家政务、金融、云服

务、电力等方面释放应用潜力，在自身孕育未来产业

的同时，推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6]。

生物科技领域。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生物

制造、脑机接口、可穿戴设备等将带动未来产业的

蓬勃发展。例如，合成生物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的迅

速突破，使得合成生命可能成为我国实现颠覆性创

新的领域之一[7]，进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中国科学

院 2012 年启动的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 类）“脑功

能联结图谱”项目，不断推动脑科学的发展、脑疾病

的防治、人工智能的开拓，为产业转化提供支撑。

高端制造领域。随着面向深海空天极限环境的探

测和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的进一步突破，可能孵化出可

回收火箭、商业空间站、全球低轨通信导航传感网络

等未来产业。

2.2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未来产业布局
近年来，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都把未来产业发展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密集出台重

大规划政策，不断谋划布局其未来产业发展，并从研

发投入、市场培育、法律制度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努

力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于  2019 年

发布的《美国将主导未来产业》，涉及人工智能、

先进制造、量子信息和 5G 四大方向的未来产业[8]。

2021 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发布

《未来产业研究所：美国科学与技术领导力的新模

式》，为实施未来产业发展战略设计新型创新主体，

以促进从基础、应用研究到新技术产业化的创新链全

流程整合，推进交叉领域创新，提高创新效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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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于 2019 年发布的《加强面向未来欧盟

产业战略价值链报告》，计划提高欧洲在互联且清洁

的自动驾驶汽车、氢技术及其系统、智能健康、工业

互联网、低碳产业和网络安全等六大战略性未来产业

的全球竞争力和领导力[10]。

日本也在加紧布局未来产业。2016 年，安倍内阁

确定了 28.1 万亿日元规模的《实现面向未来的投资的

经济对策》方案，明确提及第四次产业革命、物联网

（IoT）商务、知识产权战略等概念，强调要充实人

工智能、新材料、宇宙航空、能源等产业的基础性研

究，展现了日本着力革新产业技术与能力，提高国家

核心竞争力的决心和举措。

韩国在 2019 年 2 月颁布了《投入 20 万亿韩元研发

资金的政府研发中长期投资战略》，提出了以技术为

中心的主力产业、未来和新产业、公共和基础设施、

生活质量四大投资领域和一个以政策为中心的优化创

新环境投资领域。文在寅就任韩国总统以来，根据韩

国技术及市场特点将重点科研领域细化为基础科学、

核心技术、基础技术，并注重加强融合技术及相关法

规制度建设，力求进一步扩大韩国未来发展动力技术

和产业发展[11]。

从战略规划中可以发现，美国、欧盟、日本、韩

国等主要国家和地区对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重要

性、发展路径判断都较为一致。加快人工智能、量子

信息、未来网络、生命健康等未来产业的发展已成为

共识，发展路径上都采取了产业链视角“补短板”和

创新链视角“建长板”相结合的模式。

3 我国未来产业的发展现状、机遇与挑战

3.1 我国未来产业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时

期，经济发展开始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因此需要科技创新和产业高端化来提升经济发展

质量。未来产业可以通过创造新增量、带动新就业、

挖掘新潜力来缓解全球经济发展下行压力，从而成为

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我国也已开展未来产业的布局。从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规划的重点发展产业来

看，未来产业布局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

制造、增材制造、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新能源

汽车、医药工业、智能机器人等领域。从地方发展规

划来看，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已明确提出要布局

未来产业，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半导体

等成为重点关注方向。例如，北京“十四五”时期将

前瞻布局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卫星

互联网、机器人等未来产业。深圳市财政于 2014—

2020 年，连续 7 年每年安排 10 亿元用于设立深圳市未

来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产业核心技术攻关、创新

能力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培育和引进、重点企业发

展、产业化项目建设等。广州市采用引导基金投资、

直接股权投资、补助和补贴等方式，支持新一代信息

技术、生物与健康产业，以及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

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3.2 我国未来产业的发展机遇
未来产业是当今我国能够和国际创新保持同步

的、为数不多的重大创新机会之一。从全球技术和

产业发展来看，新一代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将进一步

促进大范围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有可能根本改变技

术路径、产品形态、产业模式，创造出新产品、新需

求、新业态。例如，量子计算机的突破将推动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多个未来产业实现飞跃性发展。同时，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为全球未来产业带来加速发

展的新机遇。通过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

联网等先进技术与产业相互结合，实现对政务、金

融、工业、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全面升级。基因编

辑、生物制造等与人民生命健康联系紧密的未来产业

将得到持续发展。

从国内发展基础来看，我国未来产业的发展已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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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了一定的科技、经济和社会条件。

（1）我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已孕育出一

定的成果，逐步进入产业化阶段。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先进计算、生物技术、

新材料等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量子计算、合成生

物学、人工智能等部分科学技术已经具备了产业转

化的基础。2020 发布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

年度榜单中，中国科学院名列综合研究实力榜第

一位 [12]。同时，我国企业创新活力不断增强，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中研发活动企业数量占比从  2011 年

的 11.5% 增长到 2019 年的 34.2%，保持本领域国际

领先地位成为创新型企业的战略目标（图 1）。如何

保证科技成果的快速产业转化，对未来产业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2）我国具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优势和未来产

业应用场景。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

发展成为世界制造基地。在联合国公布的 500 余种

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 220 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

一 [13]。庞大的本土市场、仍具有相对竞争力的制造

成本和日具规模的产业集群，为我国未来产业发展提

供了基础的采购、物流、研发响应等方面的优势。同

时，我国幅员辽阔，差异化的社会经济、人文地理

等为未来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差异化的场景。以 5G 网

络、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工业互联网及融合和创

新类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基建，呈现出技术迭代快、

全球化程度高、商业模式活跃、市场竞争激烈，以及

对行业赋能作用呈现乘数效应等突出特点[14]，正在成

为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3）我国有超大的市场规模和人力资源优势。

我国拥有包括 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 14 亿人口，

构成了超大规模内需市场[15]。同时，我国网络用户群

体也在发展壮大。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网民数量

达到 9.89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0.4%①，拥有其他国

家不可比拟的数据资源及市场容量优势。在人力资

源方面，我国每年有近 800 万本科和专科毕业生，以

及 60 万以上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图 2）。2020 年，

①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 第 47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 http://www.cac.gov.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

图 1    2011—2019 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情况
Figure 1    Number and percentage of enterprises having R&D activities from 2011 to 201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20》
Sources from: Website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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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印发

《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 加快人工智

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为未来产业的发展

奠定良好人才基础。

（4）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积累了组织和政

策经验。2010 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

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随后在“十二五”

和“十三五”期间都出台了专项规划，推动了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有序、快速、高效发展，并在产业规划、

政策制定、组织落实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

基础上谋划未来产业的发展，能更清楚的认识产业发

展的创新规律和组织特点。

3.3 我国未来产业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技术封锁和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产业构

成了严重威胁，未来产业在诞生之初就可能面临严峻

的挑战。我国产业整体发展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提升，

但在产业基础能力、供应链完备性等方面与世界先进

水平仍存在差距。

（1）产业基础能力仍然薄弱。我国核心基础零

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

业技术基础的发展水平和自主可控能力，与世界制造

强国仍有较大的差距。

（2）供应链不完备，关键核心技术缺失。这将

成为我国产业安全的隐患，也会严重制约未来产业的

产业链建设。

（3）研究人员总量虽高，但占比仍处于较低水

平。我国研究人员占研发活动人员比例仅为 42.6%，

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图 3）。

（4）对未来产业缺少战略性系统布局。目前，

我国尚未出台有关未来产业的综合性指导意见。

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及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的 15 个省份中，有 10 个省份将“量子信息”或“量

子科技”作为主要方向，未来可能会存在重复布局和

建设。

4 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发展和壮大我国未来产业，需要在现代产业体系

和国家创新体系中找准结合点，在加大基础研究、孵

化产业生态、加强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支撑。

（1）提升“从 0 到 1”的自主创新能力，筑牢未

来产业发展基础。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聚集优势

队伍，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需求导向的基础

研究。加强前沿技术多路径探索、交叉融合和颠覆性

技术供给。鼓励多元化主体参与未来研究，在科教资

源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的地区，支持高校、科研

院所设立未来研究院、未来技术学院，支持大型科技

企业设立面向未来研究的实验室。推动国内外新兴产

业技术合作研究，营造未来技术研究氛围，组织有世

界影响力的未来研究活动。联合企业和民间组织共同

设立未来研究大奖，对形成前沿技术突破、引领创新

思想的团体和个人予以奖励。

（2）助力形成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

业化+科技金融”的未来产业培育链[16]。依据技术特

图 2    2019 年中国不同类型毕业生人数
Figure 2    Numbers of different types of graduates in China of 
2019
数据来源：教育部《2019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Sources from: Ministry of Education,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N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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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研发活动人员全时当量  从事研发活动人员中研究人员占比

点和产业成熟度梳理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合作，推动产

业创新和未来产业的孵化。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体系

建设，培育新型科技服务业，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交易平台、研发平台等的建设，构建“技术+模式”

的双轮驱动型创新生态。

（3）打造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加速形成若干未

来产业。加快新技术的市场化进程，推进新技术在具

体应用场景和行业领域的应用和有效验证。重视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和布局，推动新技术与生产、生活、生

态、治理各领域全环节构建多维度、可持续的场景体

系。重点扶持行业级、场景级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鼓励优势企业围绕场景拓展行业应用领域，孵化未来

产业。

（4）加强未来产业人才培养和引进，完善高校

培养计划。加快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

队，加大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力度，进一步下放科研机

构自主权，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改变应

用学科评价体系，改变头重脚轻的应用学科布局，引

导高校针对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增设以细分领域为研

究方向的院系或专业，以缩短未来进入工作岗位的适

应时间。

（5）发挥专业智库优势，加强对未来产业战略

规划、预见预测与发展模式研究。鼓励智库开展未来

技术预测和未来产业研究，组织发布有全球影响力的

年度发展报告，加强未来研究成果对科技和产业发展

的决策支撑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未来产业的发展需要勇闯“无人

区”，如何规制新兴技术产业化带来的风险[17]，是对

政府综合治理能力的考验。权衡新兴技术产业化带来

的伦理、社会和经济风险，需要重新考虑法律假设、

风险研判和利益平衡等维度的问题，做好产业引导和

培育，建立以敏捷为核心的治理框架[18]，为未来产业

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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