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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产业是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突破口

在促进消费和投资复苏，稳住经济增

长的同时，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催

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

产力是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未来产业的发展是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重要突破口，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支持

未来产业发展壮大，促使未来产业尽快形

成规模，培育出更多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

业，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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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产业是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

在促进消费和投资复苏，稳住经济增长的同时，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

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未来产业的发展是引领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支持未来产业发展壮大，促使未来产业尽快形成规模，

培育出更多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业，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是关键

1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遵

循未来产业发展规律，从技术创新、产品突破、企业培育、场景开拓、产业竞争力等方面提出一系

列发展目标，同时布局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六大赛

道并提出10大创新标志性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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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见》强调，要把握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注重培育智能产业、新能源装备等新兴产业。同

时，《意见》明确瞄准高端、智能和绿色等方向，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有助于提升我国制造业

的整体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2023年，我国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10.3%，增

速比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高7.3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为新动能的发

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升至

第12位，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

过去，对一个企业来说，生产主要依赖于传统要素投入，土地、车间、设备等投入是占主要部

分；而未来，对新质生产力来说更重要的依靠是创新，创新要素在发展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经济

效益和效率会得到更快提升。我国通过组建新的机构，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加快科技创新的体

制机制改革，在各个领域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从科技成果到产业的转化通道更加顺

畅。创新和产业更加紧密结合起来，资金链、产业链、创新链也会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对新质生产

力的培育壮大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在部署今年工作时，各地各部门都把加快培育新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放在了重要位置。未来

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先机的关键所在，是全球创新版图

和经济格局变迁中最活跃的力量，是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重要抓手，“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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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未来产业，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

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

二、数字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

当前，中国经济在爬坡过坎中前行，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2023年，我国成立国家数据局，数

字经济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

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

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产业化是指与数字产业直接相关的互联网、软件服务等行

业经济增加值；产业数字化指因使用数字产业而带来的传统产业经济增加值。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背景下，重大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持续涌现，科技创

新和产业发展融合不断加深，大力发展未来产业，成为引领科技进步、带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

产力的战略选择。在培育创新产业方面，我国在多个领域都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较强的竞争实

力。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已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脑机接口、6G网络设备等创新标志性产品

也在快速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发展未来产业的又一关键。

我国数字经济的总规模从2016年的22.6万亿元提升到2021年时的45.5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也

从30.3%提升至39.6%。数字经济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化以及产业数字化发展也在逐步加

快。2021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8.4万亿元，同比增长11.9%，占GDP的比重由2016年的7.0%

提升至7.3%。产业数字化规模在2021年达到37.2万亿元，同比增长17.2%，占GDP的比重也由2016

年的23.3%提升至32.5%。2023年，伴随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战略深入实施，我国数字经济全面发力，

发展势头迅猛，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加速器。截至2023年底，我国累计建

成5G基站337.7万个。以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今年，

我国5.5G网络有望实现规模商用，人形机器人、量子技术等取得新进展，生成式人工智能也不断迭

代升级，而积极培育这样的未来产业，也正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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