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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部署未来产业六方向 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近期，工信部联合教育部、科技部、交运部、文旅部、国务院国资委、中科院7部门出台《关

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和战略必争领域，《意见》提出前瞻部署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

未来健康六个未来产业。 

一、培育未来产业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方向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新时期，“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

优势”被提至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新高度。2024年经济工作重点内容首条就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现

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

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31日下午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十

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

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

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

化产业体系。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

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为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加强对未来产业的前瞻谋划、政策引导，围绕制造业

主战场加快发展未来产业，支撑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工信部联合教育部、科技

部、交运部、文旅部、国务院国资委、中科院7部门出台《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意见》聚焦关键技术、产品、领军企业、应用场景、技术标准、专业服务机构六方面，提出“两

步走”的发展目标。到2025年，建设一批未来产业孵化器和先导区，突破百项前沿关键核心技术，

形成百项标志性产品，打造百家领军企业，开拓百项典型应用场景，制定百项关键标准，培育百家

专业服务机构，初步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未来产业发展模式。到2027年，未来产业综合实力显著提

升，部分领域实现全球引领，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得到普遍应用，重点产业实现规模化发展，培育一批生态主导型领军企业，构建未来产业和优势产

业、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协同联动的发展格局。 

未来产业是面向未来社会需求，由前沿技术催生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所形成的产业，当前

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方向，具有显著战略性、引领性、颠覆

性和不确定性。根据《意见》，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路径总结起来就是“前瞻布局新赛道-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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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产业化-打造标志性产品-壮大产业主体-丰富应用场景-优化产业支撑体系”。《意见》提出，

前瞻部署六大未来产业新方向：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

同时强调“培育高潜能未来产业”和“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重：打造未来产业瞭望站，利用

人工智能、先进计算等技术精准识别和培育高潜能未来产业；发挥前沿技术增量器作用，瞄准高端、

智能和绿色等方向，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二、瞄准未来产业六大方向，前瞻部署高潜能新赛道 

未来制造方向包括五大重点发展领域（智能制造、生物制造、纳米制造、激光制造、循环制造）、

三大重点突破的关键核心技术（智能控制、智能传感、模拟仿真）、两个重点推广的制造模式（柔

性制造、共享制造）和两个重点推动的工业生态系统（工业互联网、工业元宇宙）。智能制造是制

造强国之路的主攻方向，覆盖广阔的行业应用场景，赛道宽、成长性好。当下社会注重资源的高效

利用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持续制造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新动能。生物制造是一种多

学科交叉的全新的生产技术，通过重构传统化工的生产路线和替代传统天然产物的获取方式两方面

重塑工业格局。纳米制造就是在分子、甚至原子层面操纵材料，在未来几代的电子设备和运算设备

制造上有广阔的应用。 

根据《“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关键核心和系统集成技术创新是智能制造发展的首要

任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分为三个层面：重点突破三大基础技术（设计仿真、混合建模、协同优化），

攻克三项共性技术（智能感知、人机协作、供应链协同），研发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的适用

性技术。“加速系统集成技术开发”突出“三个面向”：面向工厂、车间等制造载体，构建数据字

典和信息模型，开发通用数据集成和跨平台、跨领域业务互联技术；面向产业链供应链，开发跨企

业多源信息交互和全链条协同优化技术；面向制造全过程，突破智能制造系统规划设计、建模仿真、

分析优化等技术。建设创新载体和产业化促进组织，理顺创新发展机制，推进新型创新网络建设，

加快创新成果转化。 

未来信息方向的发展任务包括推进三大重点产业化应用（下一代移动通信、卫星互联网、量子

信息），急需创新突破两项计算技术（量子、光子），加速类脑智能、群体智能、大模型等智能算

力对产业的深度赋能。6G仍将以地面蜂窝网络为基础，数据速率更高、时延更低、网络切片和资源

管理更灵活，与卫星通信协同，实现空天地一体化的全连接世界。根据工信部IMT-2030(6G)推进组

在《6G总体愿景与潜在关键技术》白皮书，6G潜在应用于沉浸式云XR、全息通信、感官互联、智慧

交互、通信感知、普惠智能、数字孪生和全域覆盖八大场景，这同时要参考现有技术是否能够实现

需求。卫星互联网是地面通信系统的有效补充，并且由于频谱及地球低轨资源十分有限，各国抢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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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低轨卫星互联网，发展卫星互联网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量子计算目前仍处于原理性与可行性

验证的探索阶段，未来产业应用的基础在于提升量子处理器的硬件性能。 

未来材料包括先进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和前沿新材料。《意见》提出，重点推动有色金属、

化工、无机非金属等先进基础材料升级，发展高性能碳纤维、先进半导体等关键战略材料，加快超

导材料等前沿新材料创新应用。碳纤维是现代制造业的支撑性材料，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汽车制

造和风电设备领域。第三代半导体材料指的是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碳化硅是重要的基础材料，八主

要应用在电动汽车及新能源领域，但是由于成本较高，碳化硅目前还不能替代硅。另外，全球供应

紧张的问题也制约着碳化硅芯片的产能。 

未来能源包括核能、核聚变、氢能、生物质能，未来能源的发展重点集中在未来能源装备和太

阳能电池。《意见》提出，打造“采集-存储-运输-应用”全链条的未来能源装备体系。研发新型

晶硅太阳能电池、薄膜太阳能电池等高效太阳能电池及相关电子专用设备，加快发展新型储能，推

动能源电子产业融合升级。晶硅太阳能电池是目前最成熟、应用最广的光伏发电技术，全球晶硅电

池市占率达90%以上。隆基绿能合作研发的新型薄膜型晶硅电池具备高柔韧性、高功率重量比优势，

率先实现规模化制造和商业化应用。 

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尖端工业提升综合国力，创造、拉动许多高附加值、高利润新兴产业发

展。未来空间的发展核心在空天地高端装备研制和应用。《意见》提出，空天领域，研制载人航天、

探月探火、卫星导航、临空无人系统、先进高效航空器等高端装备；深海领域，加快深海潜水器、

深海作业装备、深海搜救探测设备、深海智能无人平台等研制及创新应用；深地领域，推动深地资

源探采、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极地探测与作业等领域装备研制。 

未来健康就是以技术之“智”赋能医疗之“治”。《意见》提出，加快细胞和基因技术、合成

生物、生物育种等前沿技术产业化，推动5G/6G、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新型医疗服务，研

发融合数字孪生、脑机交互等先进技术的高端医疗装备和健康用品。合成生物学被视为继“DNA 双

螺旋结构的发现”和“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后的第三次生物技术革命，具备轻资产投入、高催化效

率、低能耗以及合成过程表现出的高选择性等优势，作为前沿交叉学科，在医药、能源、材料、化

工、农业等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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