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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工业化

未来产业已成为全球大国竞争的新焦点
——赛迪研究院成功举办第七期新型工业化大讲堂

本报记者 路轶晨

9月27日，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
究院（以下简称“赛迪研究院”）主办的第七
期新型工业化大讲堂活动成功举办，本期新
型工业化大讲堂围绕“‘十五五’我国未来产
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推进路径”展开研讨，
与会专家们共同交流和讨论了未来产业的
总体思路以及新领域、新赛道发展的系列创
新举措，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智
慧和力量。

各国持续加码未来产业

赛迪研究院未来产业研究中心所长蒲松
涛表示，未来产业处于科技创新的前沿阵
地，从基础研究到颠覆性突破，全方位推动
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未来产业是经济增
长新动能的战略选择，未来产业作为高附加
值、强带动性的前沿产业展现出巨大的市场
潜力，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活跃力量。
未来产业已成为全球大国竞争的新焦点，是
塑造国家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领域。如何
明晰未来产业培育思路和路径，值得深入研
究探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
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熊鸿儒认为，未来
产业的一个关键特点就是由重大突破性
新技术驱动，且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生命
科学，很多前沿技术都属于扩散能力很强
的底座性和通用性技术，就如历史上的蒸
汽机、电力、互联网等技术一样，可以赋能
千行百业。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持续深度融
合，前沿和颠覆性技术不断加速迭代，产业发
现和培育创新的需求更为迫切。包括通用人
工智能、元宇宙、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等在
内的新领域、新赛道有望成为全球新质生产
力培育的重要方向，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科学技术的变革加上商业模式的创新会
带动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交互，催生出未
来产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新兴产
业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渠慎宁认为，未来产
业具有几大特性：一是颠覆性，即最前沿的技
术才能被称之为未来产业。二是战略性，由
于具有巨大的爆发潜力，未来产业成为各国
政府乃至各大巨头关注的焦点。三是幼小
性，因为处在产业化之前，未来产业需要政府
政策、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的支持。四是偶
然性，未来产业的创新突破或者发展模式并
不好预测，成功与否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也
导致了未来产业具有不确定性，很有可能创
新失败。

近几年来，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未来产业
方面的政策正在持续加码，一些发达经济体
通过政策引领、机构设置、赛道布局等举措
实现未来产业赛道布局。美国出台了包括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2030 愿景》以及《关

键和新兴技术清单》在内的一系列战略文
件，针对未来产业总体以及细分赛道进行
了布局；德国围绕自身的工业4.0战略强化
通用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结合，以巩固其制
造业地位；法国和日本结合各自需求，针对
氢能源、机器人等领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
政策。

我国也高度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今
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科技部、教育
部等其他六部门，共同出台了国家层面首
个未来产业专项文件《关于推动未来产业
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系统布局未来制
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
间、未来健康等六大方面，积极培育未来产
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强国建设提供
有力支撑。

赛迪研究院未来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室
主任孙美玉表示，前沿科技竞争日益加剧，
部分领域国际合作不确定性增加。“十四
五”以来，科技竞争趋于激烈，部分领域在
标准规范、治理规则方面形成体系圈内的
态势，对技术合作开展造成一定的不确
定性。

发展未来产业需因地制宜

“未来产业还是产业，其发展、创新、演
进仍遵循和其他产业类似的普遍性、共识性
的规律。”孙美玉表示，“从产业发展的本质
来看，仍要围绕实体经济，按照技术演进的
趋势，依托现有的传统优势升级过程中衍生
出来的新业态，带动一系列技术、产品、产业
落地。”

孙美玉认为，我国需要在“十五五”时期

打造全球前沿技术创新策源地，在关键赛
道、核心技术攻关、创新载体建设以及相关
重点标准研制方面不断提速，整个产业要特
色化、集聚化。创新主体是企业，因此未来
产业需要发挥前沿科创团队、大中小企业联
动的作用，培育全球生态主导型领军企业、
行业影响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以及高新技
术企业和小巨人企业，共同发力，形成创新
融通集聚的态势。

未来产业是长周期的产业，需要政府部
门建立持之以恒的长效政策扶持机制。

除了可持续性的扶持机制外，保持产
业竞争性、增强企业活力也不可或缺，熊鸿
儒认为，国内外历史上很多典型产业的发
展经验表明，缺少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优
胜劣汰的产业生态以及治理有序、与时俱
进的制度体系，新产业往往难以健康成长
或很难获得国际竞争力。市场可竞争性对
那些产品工艺创新迭代快的产业领域尤为
重要，低效率的退不出来，高效率的就很难
进去。

此外，未来产业的发展还需要因地制
宜，引导各地科学布局。例如近年来安徽
抓住发展机遇，将合肥建设成为未来产业
发展的重镇，在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量
子科技等领域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合肥
模式的成功引起了各方注意，并导致一些
地方政府照搬。渠慎宁对此表示了担忧：“我
们需要思考的是合肥模式是否适用于全国，
因此需要在‘十五五’期间对合肥模式进行
重新总结。”

“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发展未来产业，
特别是当地缺乏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没
有必要砸钱投入未来产业的发展。”渠慎

宁说道，“政府部门需要对自己的资源禀
赋、产业能力有清醒的认识，推动未来产业
协调发展。”

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空间大

我国未来产业前景广阔，发展空间巨
大，本期新型工业化大讲堂中，专家们从生
物制造、量子技术、低空经济等三个具体产
业，详细介绍了相关情况。

生物制造古已有之，例如酿酒就是利用
了生物制造技术，但作为未来产业，生物制
造产业不光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关键在于其背后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

最近 20 年来，生物制造领域的创新成
果显著，生物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融合趋势明
显，以基因技术、合成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生
物制造技术具备颠覆性潜力。赛迪研究院
消费品工业研究所所长李博洋介绍，生物制
造相关产业前景广阔，我国先进生物制造产
业总规模约1万亿元，美国约3万亿元，目前
我国生物制造核心产业增加值仅占工业增
加值的2.4%，低于美国的11%，我国还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

此外，生物制造还可以助力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李博洋表示，生物制造先天带
有低碳、零碳，甚至负碳属性，因此生物制造
就是低碳产业。相比传统石化工艺，部分化
工材料采用生物制造工艺可以让二氧化碳
减排约 50%，能耗减少约 30%，原料成本下
降约40%。

如今，我国生物制造与全球先进水平还
有较大差距，在关键菌种、酶制剂、工艺装备
等领域仍存在不可控风险，融入全球价值

链、产业链方面也存在挑战。对此，李博洋表
示，需要从产业创新体系、现代产业体系、管
理服务体系等方面，三管齐下加快发展我国
生物制造相关产业。

与生物制造一样，量子技术如今也在快
速发展，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杨
仁福表示：“100 年前，我们认识到量子的
世界，其特性不符合宏观物理规律，现在我
们希望站在新的时间节点，在未来十年、二
十年迎来第二代量子革命，实现量子态的主
动操控。”

量子科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前沿领域，包括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
子精密测量等领域。近年来，我国在量子技
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北京、上海、广东、安
徽、湖北等地在量子技术领域快速发展，积极
布局量子产业。

在具体应用上，杨仁福介绍，我国自主研
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功应用了原子钟
等核心技术，实现了高精度的时间测量和定
位服务。我国在量子精密测量方面取得了
重要进展，可以测量重力、电场和磁场等物
理量，为地质勘探、电磁态势感知和雷电监
测等领域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我国在量
子传感器的产业化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突破，
已经成功研发出非金属的原子天线，能够更
准确地测量电磁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此外，我国还在探索将量子传感技术应用于
电力、交通、医疗等各个领域，如测试电动汽
车的电池、探测人体的脑磁和心磁等。

航空工业作为现代工业之花，是技术和
知识高度密集的产业，对大国强国发展高
端制造业至关重要。赛迪研究院未来产业
研究中心副主任周钰哲表示，我国正从航
空大国向航空强国迈进，从地理空间的维
度来看，我国在公路、铁路、航空航天等领
域都处于世界前列，但低空空域尚未得到
充分开发和利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低空经济的高度重
视，低空经济迎来了发展机遇。低空经济正
加快与信息通信、交通物流、文化旅游等业态
融合，拓展出多种应用场景。电动化、智能
化、无人化的无人机和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将成为低空经济的新方向。美、德、英、法、日
等国积极开展无人机物流配送和空中出租车
服务，我国也在探索无人机的相关应用，无人
机实验区已达20家。

“十五五”期间，我国低空经济将遵循法
制化、开放化、绿色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原则，
聚焦高质量发展，夯实安全发展和低空交通
新基建基础，达到技术突破、能力提升、主体
壮大、应用扩展和产业聚集的目标。

周钰哲认为，为推动低空经济发展，需
关注健全低空空域协调机制、优化低空飞
行保障体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完善
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加大行业应用场景示
范等五方面重点工作。我国低空经济领域
发展潜力巨大，未来将继续拓展应用场景，
激活消费潜力，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