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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
新方向、新问题、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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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的发展，体现了全球科技前沿的发展趋势，更是打造我国产业升级新引

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需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在逐步发展和孕育未来产业的过程中，不断开辟新方向，拓

展新领域，但也带来了新问题，对原始创新、要素市场和产业生态提出了新要求。针对这些新要求和新问

题，文章从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完善要素市场、构建良好产业创新生态体系、优化产

业分工和空间布局，以及创新领域管理模式、持续扩大对外和对内开放、构建国内国外双循环体系等方面提

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    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原始创新，要素市场，创新生态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3021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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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纲要》）指出，要

“着眼于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培育先导性和支柱性

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

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

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

的增长引擎”。这就需要我们面向前沿技术和新兴领

域，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孕育的新机

遇，勇于开辟产业新领域、挖掘发展新动能、寻找制胜

新赛道。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的发展，体现了

全球科技前沿的发展趋势，更是打造我国产业升级新引

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需要。

围绕我国《“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提

出的“前瞻谋划未来产业”这一主题，中国科学院科技

战略咨询研究院作为中国科学院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综

合集成平台，自 2019 年起先后承担了“十四五”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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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战略、思路和规划研究，以

智库双螺旋法为指导，采用科学的方法体系将理论和实

践深度结合，形成图书《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从战略性

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本文在此基础上，凝练形成新

阶段、新形势下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

新方向、新问题和新思路，以期能为推进战略性新兴产

业、未来产业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1 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发展的新
方向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后，世界各国大力发展新

兴产业，以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提升国际竞争

力。我国自 2009 年启动并确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

来，一直将其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通过五

年规划持续推动发展，并于 2016 年在七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基础上新增数字创意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坚持走集群化、生态化、国际化、

协同化发展路径，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突出企业

的创新主力军力量，在凝聚创新资源、优化产业结构

及提升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十四五”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1]。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由“十二五”

初期的不足 5% 快速增长到“十三五”末的近 15%，

5G 通信、新能源汽车等在国际市场初步具备竞争力，

有效支撑了我国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成为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落实创新型国

家建设的有力抓手。

当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

新材料、新生物技术为主要突破口的新技术革命，将

从蓄势待发进入群体迸发的关键时期，酝酿全球创新

格局重大调整，并引发新一轮工业革命，推动形成主

导和引领全球前沿的未来产业[2]。《“十四五”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纲要》将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

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重大

方向列入未来产业，指明了未来产业的发展重点和方

向。未来，需要在充分考虑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及未来

产业前瞻性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统筹布局，把握未

来产业发展方向[3]。

类脑智能方向。类脑智能产业是信息技术、生物

技术等多领域交叉的产业，以类脑芯片、基础软件与

类脑计算系统、脑机接口、类脑神经架构与硬件系统

等技术为基础，具有通用人工智能、类脑多模态感知

与信息处理等技术优势与特征。我国部分类脑智能方

向已有突破，类脑计算研究成果数量、质量均已接近

美国并在部分领域形成领先优势[4]，例如：中科寒武

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了“寒武纪”类脑智能芯

片，清华大学类脑计算研究中心研制出类脑计算“天

机芯”。未来，类脑智能领域的发展将聚焦类脑计

算、脑机接口、类脑机器人等细分方向。

量子信息方向。量子信息是新一代信息产业发展

的重要方向，泛指利用量子物理学相关理论探索量子

通信、量子计算和高精度测量等方向的理论研究、技

术开发、产品研制和产业化应用等。量子科技是一项

对传统技术体系产生冲击、进行重构的重大颠覆性技

术创新，已成为我国开辟产业新领域、制胜新赛道

的关键部署。目前，我国已在量子计算机原型机、量

子传输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成

果。未来，量子信息领域的发展将聚焦量子通信、量

子计算和量子精密测量等细分方向。

基因技术方向。基因技术产业是以基因相关技术

为核心支撑的未来生物产业。通过基因合成组装、基

因编辑及生物分子工程和细胞工程，借鉴人工智能、

自动化及生物设计，可以实现合成生物体系的设计和

制造，支撑未来生物产业的发展①。这一技术及其产

① 内容源自 2023年 1月 8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新书发布暨未来产业研讨会上张先恩的发言《合
成生物学与未来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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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涉及粮食、农业、环境、生化、医药、材料、信

息、国防安全，是未来生物产业的核心驱动力。当前

我国在部分领域，如基因治疗等方面与欧美相比仍有

一定差距。基因技术领域的发展将聚焦基因医疗、合

成生物、基因育种和基因专用仪器设备等细分方向。

未来网络方向。未来网络是面向未来新需求的下

一代信息通信网络，具备高速泛在、全域互联、智能

敏捷、服务确定、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等主要特征。

当前，未来网络相关核心技术全球正处于同发状态，

融合、开放、智能、可定制、网算存一体已成为未来

网络技术发展的关键趋势[5]。我国从“网络大国”向

“网络强国”转变的过程中，蕴含大量的产业机遇。

未来，互联网将与工业控制、汽车自动驾驶、能源互

联网等实体经济，以及与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全力支撑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助力工业互联网、能源互联网、算力互联网、卫星互

联网、车联网等未来产业。未来网络的发展将聚焦高

速全光通信网络、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6G）和算力

网络等细分方向。

深海空天开发方向。深海空天开发产业是利用海

洋、航空、航天技术所开拓的特殊条件和活动空间所

进行的科学探索、技术开发和应用活动的全部内容。

21 世纪，大规模深海、深空开发在国际政治、经济、

军事和科技竞争中的关键性作用日益凸显。未来，深

海空天开发将聚焦空天信息及装备、深海工程装备、

深海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等细分方向。

氢能与储能方向。氢能与储能主要是面向未来能

源与绿色低碳转型的清洁氢能、新型储能和下一代清

洁能源，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全球能源

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作为清洁、高效和安全的

二次能源，氢能在未来交通、工业、建筑等领域发挥

了重大作用，正成为全球能源技术革命和转型发展的

重大战略方向。未来，氢能的发展将聚焦绿氢制备与

储运、新型储能、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等细分方向②。

2 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发展的新
问题

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步发展和孕育未来产业，不

断开辟新方向，拓展新领域。这些新方向和新领域的

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对原始创新、要素市场和产

业生态提出了新要求。

新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的发展也面

临着新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国际竞争不断加剧，

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断链”“脱钩”威胁不断

增大。我国的产业发展和创新逐步进入“无人区”，

需要不断提升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扩大开放。此外，

原有体制机制中的一些问题仍然存在，不利于原始创

新和创新生态体系建设，需要在新阶段中不断完善。

2.1 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成果转化渠道不畅
当前，我国前沿产业技术创新已经进入无人区，

部分领域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新时期，国

家之间和产业之间的竞争，需要依靠内源性技术支

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的发展，要从模仿

创新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转变，要不断提升原始创

新能力，这对基础研究投入、研究成果转化等提出

了更高要求③，也是我国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体

系的一大挑战。

目前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依然不足，原始创新水平

亟须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

定差距，亟待突破“瓶颈”。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础研

究投入不足，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2022 年，我国研

② 内容源自 2023年 1月 8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新书发布暨未来产业研讨会上刘中民的发言《氢
能储能与未来产业发展》。

③ 刘世锦 . 推动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六大支柱 . (2023-02-03)[2023-03-01]. https://mp.weixin.qq.com/s/3eCxjgRNAX3fRdXgxh01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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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国家统计局 . 2022 年我国 R&D 经费突破 3 万亿元 与 GDP 之比达 2.55%. (2023-01-20)[2023-03-01]. http://www.stats.gov.cn/tjsj/
zxfb/202301/t20230120_1892372.html.

发经费投入超过 3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2.55%。

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支出比例也稳步上升，2022 年我

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已经达到了 1 951 亿元，占全社会

研发投入的 6.32%④，经费投入规模及占比呈现持续上

升态势，但与发达国家普遍15%以上的水平相比差距

仍然较大。另外，我国企业对基础研究投入的贡献度

非常低，仅占 1% 左右。我国企业在科学论文发表方

面，与美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差

距悬殊，部分说明了企业对基础研究原创性的投入缺

乏动力①，对前沿技术的掌握能力仍有提升空间。

另外，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的问题没有得到

根本性改善，科研成果到市场的产业化路径仍有待完

善。科技成果与市场对接难，转化渠道不通畅，阻碍

了基础研究向产业技术创新再到产业化发展的良性循

环，难以形成以高质量自主创新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发展的格局。此外，科技经济“两张皮”

的深层次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2.2 要素市场尚不完善，产业布局分工有待优化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和新领

域所需要的人才短缺相对严重。新方向和新领域的产

业发展迅速，对人才的需求量大。同时，人工智能、

未来网络等都属于智力密集型高技术产业，所需人才

层次高，教育和科研门槛起点高，培养周期长。两种

因素相互叠加，导致产业发展所需人才短缺。

面向未来产业发展，主要有 3 点问题：① 人才、

资本和技术等创新要素缺乏有效的配置和组织，包括

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在内的“四链”有

效融合不足，要素聚集度不够，产业的创新生态有待

完善。② 要素市场尚未形成有效的调节、引导和激励

机制，无法将人才、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有效地配置到

产业中。要素的聚集度（包含聚集的密度、频度和浓

度）不够，未能通过有效地聚集提升创新活力。③ 全

国尚未形成有效的产业分工和产业空间布局，产业分

工和空间布局存在一定的趋同现象，与地区的产业优

势存在一定偏差。

2.3 领域监管模式亟待创新，国内外市场开放有待
扩大
对新方向和新领域监管的科学性、合理性有待提

升。当前，对新一代网络技术、低空经济、无人机物

流等领域管制严格，对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缺少体

系化评估，往往采用一刀切的禁入方式，导致新产业

创新空间不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未来产业的发展。

对外开放有待继续扩大。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逆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扩展和蔓延，全

球产业格局正不断重构，全球合作分工体系也不断

调整，“断链”“脱钩”等不确定因素增大。在人工

智能、生物技术等未来产业的新方向和新领域，美国

等发达国家在技术、理念和创新模式上仍具有相当优

势。需要通过扩大开放吸引国际人才，吸收国外先进

技术和创新模式，用好国际创新资源，提高我国的自

主创新能力。

对内开放有待深入落实。在数字经济应用等新领

域，民营经济有更高的创新活力和创新动力。当前对

民营经济进入市场还存在一些体制性、政策性障碍，

过于严格的管制将加大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可能导致

民营经济不敢创新、不愿创新，民营经济的创新活力

无法得到充分释放。

3 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发展的新思路

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的发展，必须不断

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同时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为产业化提供科技创新

基础。同时，要大力促进要素聚集，提高要素配置效

率，完善要素市场，构建良好产业创新生态体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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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分工和空间布局。此外，要不断创新领域管理

模式，持续扩大对外和对内开放，构建国内国外双循

环体系，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将巨大规模市场优势转

化为产业优势。

3.1 大力提高研发投入支持力度，提升成果转化
率，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大力提高研发投入。除了在国家层面提高研发投

入支持力度外，要鼓励地方政府、企业不断提高研发

支持力度。鼓励地方财政通过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

措施，吸纳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研发活动，加大对基础

研究支持。优化研发经费投入结构，持续提高基础研

究比例，从整体上提升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增强原

始创新能力。

加大成果转化支持力度。通过严格知识产权保护

制度、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加快人才评价改革、加大

第三方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主体支持力度、提高企业创

新主体地位、创新成果转化方式等措施，提升成果转

化支持力度，切实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在保证网络信息等总体

安全的前提下，对新领域实施敏捷治理，提升创新活

力，拓展创新空间，扩大产业应用领域。

3.2 促进要素聚集，增强聚集效应，优化产业布局
完善创新要素引进流动机制。通过提升创新活力

吸引新产业，通过新产业吸引人才。建立与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支撑体系。积极

引进国际创新人才，实施精准化人才引进制度，提升

引才的精准度和产业适配度⑤。完善人才、资本、技

术等创新要素的组织体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

作用，吸引创新要素集聚，组织、构建并完善未来产

业的创新生态体系，加快成果的转化、熟化（产业

化）。总结和借鉴 5G 通信和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成功

经验，促进要素特别是创新要素的流动，完善要素市

场，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⑥。

增强创新要素聚集。面向未来产业，进一步增强

聚集效应，提升创新和发展能力。从 3 个方面衡量聚

集度：① 密度，即单位面积内聚集的人才、资本和技

术等创新要素；② 频度，即要素聚集以后的流动程

度，如每一天车流量、人员流动率、通话量、邮件发

送量；③ 浓度，即技术含量、附加价值的大小③。通

过提高创新要素聚集，为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提供要

素基础。

优化产业分工和空间布局。各地未来产业的规划

和发展，要与国家的整体战略和规划结合，并保持内

在一致性。未来产业的发展，要依据各地经济、产业

和科技发展特点，通过先导试验区带动其他区域共同

发展[6]。通过未来产业的梯度转移和区域产业的再分

工，形成国内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发展的雁形阵列。加强区域之间在人才、资本、技术

及产业项目之间的协调合作和交流互动，推动产业合

理布局、分工进一步优化，提升国家整体产业发展效

能[7]。

3.3 不断创新领域管制模式，持续扩大对内对外
开放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仍然依靠创新驱

动，而创新活力决定了创新的质量和水平。因此，必

须不断创新管制模式，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提升产业

的整体创新活力。

正确处理创新与监管的关系。过度监管会抑制创

新，而开放可以促进创新。创新催生了产业的新方向

和新领域，如新一代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美国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链”技术，正是美国开放低轨

卫星领域限制的结果。ChatGPT 作为人工智能研究实

⑤ 两会同期声丨全国政协委员张健：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 . (2022-03-06)[2023-03-01]. https://www.hunantoday.cn/news/
xhn/202203/14310140.html. 

⑥ 张晓强 . 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要求 . (2023-02-06)[2023-03-01]. https://mp.weixin.qq.com/s/yoF6zNKgZtmn-cL_4m7L_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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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 OpenAI 新推出的一种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

言处理工具，自面世以来，获得了各界极大关注，未

来将对搜索、办公和云计算等许多领域带来革命性的

冲击，当然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对于新领域，相关

政府部门应该采取有底线的管制，即通过筑牢技术底

座，提高安全水平，为整体安全提供技术支撑，而非

简单的一刀切。对新兴产业发展带来的伦理与安全、

负外部性等问题，需要不断创新治理模式，综合考虑

多重因素，建立以敏捷为核心的治理框架[8]。

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在未来产业相关的新领域和

新方向，充分认识发达国家的优势，将自主创新和对

外开放有机结合。通过国内产业和应用场景，吸收国

外的人才和技术。在技术方面，可借鉴美国的未来产

业实验室模式。在应用场景方面，在特定地区先行先

试，开放数据跨境流动；针对某些特定领域，在特定

地区开展实验，如生物医药方面的癌症实验室。在创

新主体方面，允许外资参与未来产业。

不断扩大对内开放。提高开放水平，除了对外开

放，还要进一步扩大对内开放，即扩大对民营经济的

开放。在数字经济、互联网等产业，逐步放松管制，

鼓励民营经济创新。以深圳开展放宽市场准入为试

点，围绕放宽准入限制、优化准入环境、破除准入壁

垒，逐步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成果，探索

更加灵活、更加科学、更加有效的政策体系和管理体

制，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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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from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to future industries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ntier, and it is more a new need to build a new engine for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gradual development and breeding of future industries,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continue to open up new directions and 
expand new fields, while they also bring new problems and new requirements for original innovation, factor market and industrial ecology. 
Focusing on these new requirements and problem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namely enhancing the original innovation 
capacity, improving the conversion rat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mproving the factor market, building a good industrial innovation 
ecosystem,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spatial layout, as well as the management mode of innovation fields, continu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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