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项产业发展趋势判断

根据我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

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

现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包

括四个方面七个产业领域。 一是以有

效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 环境瓶

颈制约为目标， 着力发展节能环保和

新能源产业； 二是以加快推进经济社

会信息化、 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

融合为目标， 着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三是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

进现代农业发展为目标， 着力发展生

物产业； 四是以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

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目标，着

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 新材料和新能

源汽车产业。

考虑到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我

国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确定了三

个阶段性发展目标。第一阶段，到

2015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健康发展、协

调推进的基本格局， 产业创新能力大

幅提升，创业创新环境更加完善，引领

带动作用显著增强， 国际分工地位明

显提高，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重从

2010

年的约

4%

力争达到

8%

左右。

第二阶段，到

2020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

到

15%

左右，吸纳、带动就业能力显著

提高。 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物、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为国民经济

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

汽车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 第三

阶段，到

2030

年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整体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 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依据这一思路与

目标， 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

判断如下：

节能环保产业

根据目前的 《企业所得税条例》

规定， 从事节能环保企业可以得到

“三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即第一年

至第三年可免交企业所得税，第四年

至第六年减半征收。 目前有关节能环

保在“十二五”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方

面的激励政策和优惠措施还在制订

中，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在政策上尤

其是税收方面将有较大支持。 事实

上，不仅是财税支持，整个“十二五”

期间，我国在节能环保领域的投入都

将有跨越式前进。 特别是国务院日前

下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

方案》，作为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

和社会转型的重中之重，同时综合考

虑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节能潜

力、 环境容量及国家产业布局等因

素，将全国节能减排目标合理分解到

各地区、各行业。 各地区要将国家下

达的节能减排指标层层分解落实，明

确下一级政府、有关部门、重点用能

单位和重点排污单位的责任。 可以预

见，未来

5

年，我国节能减排的力度更

大、标准更高、相关促进措施也更有

力。 接下来将有一系列涉及节能减排

的重大政策陆续出台，相关部委还将

编制节能产品目录，完善节能产品认

证制度和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制度。 作

为“十二五”期间的重点发展领域，行

业产值将有更大提高， 环保投资占

GDP

比重将会超出市场预期。

新能源产业

2009

年

9

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

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提出， 争取到

202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

量的比重达到

15%

左右。 同年

12

月，温

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

向全世界宣布， 到

2020

年， 我国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

45%

。 要实现以上两个目标，新能源就

要大发展。在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

2011

年本）》中，鼓励类

中新增“新能源”类，包括太阳能发电、

风力发电、生物质燃料、沼气发电及海

洋能、地热能开发等，体现了优先发展

新能源产业的战略思路。 按照新兴能

源产业规划， 规划期累计直接增加投

资

5

万亿元，每年增加产值

1.5

万亿元，

增加社会就业岗位

1500

万个。 目前我

国新能源的利用方式主要是发电，但

上网电价和电网接入一直是制约新能

源电力上网的因素。“十二五”期间，相

关政策也将着力解决这些问题。 这样，

包括先进核电、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

能这些新的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将进

入快速发展期。

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一代信息技术是转变生产方式

的强力引擎， 代表了产业现在和未来

的技术发展趋势， 包括信息网络基础

设施、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

核心设备、智能终端、三网融合、物联

网、云计算、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和高

端软件及服务器等。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细分领域，下

一代互联网市场潜力巨大。 截至

2011

年

6

月底， 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4.85

亿，

今年底将超

5

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36.2%

，与发达国家

50%

至

70%

平均水

平的差距在进一步缩小。此外，我国正

处于工业化、 城市化加速推进和国际

化、市场化、信息化水平提高阶段，网

络需求上升迅猛，市场潜力巨大。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行业热点主要

呈现在以下的三个方面： 物联网产业

链、 云计算和地理信息系统产业。 目

前，下一代互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新

应用已经全面铺开， 地理信息系统产

业发展也蒸蒸日上。 随着我国经济结

构的不断升级，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

用范围不断拓展， 其市场潜力将得以

实现。

生物产业

生物产业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农

药、海洋生物产业等。 数据显示，截至

2010

年，中国生物产业的规模为

1.8

万

亿元，其中生物医药的规模在

1.1

万亿

元。 未来，生物产业将主要关注生物

医药和生物农业。 关于生物医药方面

的发展，将主要强调用于重大疾病防

治的生物技术药物、新型疫苗、诊断

试剂、 化学药物等创新型的药物品

种。 据经合组织的《

2030

年生物经济》

的报告，对生物技术潜在影响最大的

农业、卫生和工业三个部门的未来发

展进行了全面分析， 预测到

2030

年，

生物技术对全球

GDP

的贡献率将达到

2.7%

以上。特别是目前我国人均收入

已经超过

4000

美元，处于市场潜力释

放期， 加上未来

5

年我国将会不断出

台新的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加大生物

基因、分子生物、分子遗传学等方面

的投入。 在国家大力发展生物产业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背景下，生物制造产

业作为生物产业“十二五”期间重点

发展领域， 必将进一步加快发展步

伐，更上一个台阶。

高端装备制造业

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战略

性产业和工业崛起的标志，是一国制

造业的基础和核心竞争力所在，具有

产业关联度高、 吸纳就业能力强、技

术资金密集等特点。 积极抢占高端装

备制造领域，是发达国家谋求世界工

业强国地位的战略重点。 虽然我国已

跻身于制造大国行列，但大而不强的

矛盾始终困扰着行业科学发展。 在高

端装备领域，

80%

的集成电路芯片制

造装备、

40%

的大型石化装备、

70%

的

汽车制造关键设备及先进集约化农

业装备仍依靠进口。 多数出口产品是

贴牌生产，拥有自主品牌的不足

20%

。

因此调结构、转方式将成为装备工业

实现科学发展的重中之重。 改造提升

制造业，实现由主要依靠规模增长的

传统工业化道路向主要依靠技术进

步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转变，调整优化技术结构、组织结构、

布局结构和行业结构，成为“十二五”

转变工业发展方式的核心工作。 随着

我国开始向高端装备制造业快速布

局，重型机械、核电、高铁、航空、中高

端数控机床、海洋工程等领域已成为

产业发展热点，各项扶持政策已开始

陆续出台，每一个细分领域都蕴藏着

巨大的投资机会。

新材料

新材料对于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国

家重大工程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截至

2010

年底， 我国新材料产业规模

达到了

6500

亿元， 与

2005

年相比年均

增长

20%

。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材

料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产业发展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 新材料自主开发能力薄

弱，关键新材料保障能力不足；产学研

用相互脱节，产业发展模式不完善；新

材料产业缺乏统筹规划和政策引导，

研发投入少且分散， 基础管理工作比

较薄弱等。 目前，新材料行业获得的政

策支持力度已经比较大，“十二五”期

间，我国将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

设立新材料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加大

对新材料产业的扶持力度， 建立健全

投融资保障机制， 鼓励和支持民间资

本投资新材料产业。 预计我国新材料

产业总产值

2015

年将达

2

万亿元，年均

增长率超过

25%

。 具有一定自主创新

能力、规模较大、产业配套齐全的新材

料产业体系将初步建立。

新能源汽车

对于新能源汽车，目前国内各大

城市给予相当的优惠，去年

6

月，五大

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私人购买新

能源汽车补贴试点的通知》， 补贴按

照

3000

元

／

千瓦给予补贴，插电式混合

动力乘用车每辆最高补贴

5

万元，纯

电动乘用车每辆最高补贴

6

万元。 发

展新能源汽车既满足了大众对汽车

的需求， 也解决了能源短缺的问题。

对于新能源汽车，未来将重点从关键

技术的攻关、产业化培育、示范运用、

法规和应用环境的建设等方面综合

推动。

引导产业良性竞争和发展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是中

国经济的战略抉择， 政府对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决策规划和重点扶持， 将有

效带领中国经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

点。从目前来看，一些新兴产业还没有

原创的技术，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

大差距，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也

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为了更好地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议：

1

、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

大力构建制度公平、机会均等、环

境宽松、激励有效的创新环境，营造尊

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

造的浓厚氛围，激发创新活力。要大力

弘扬“尊重个性、发挥特长、激励探索、

提倡冒尖、鼓励合作、宽容失败”的创

新文化，切实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支

持人才干成事业、 帮助人才干好事业

的良好氛围，促进科技人才早出成果、

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全面强化科技人

才队伍建设。着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以重大科研项目为载体， 培养一批本

土化的技术带头人。

2

、坚持自主创新

发展核心技术，才能真正占领市

场的制高点。 如果大量的核心技术

还是要靠到国外购买，不仅获得的利

润很少， 而且各大企业还大打价格

战。 因此，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

须在最有基础、最有条件的领域突破

核心和关键技术，把建设创新型产业

作为战略目标，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战

略方向，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

战略重点。在这轮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中，一定要突出自主创新，要有自

己的技术、专利和标准。 因为国外企

业不可能轻易向我们转让核心技术，

以市场换技术只是一厢情愿。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引导企业加大技

术研发投入， 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形

成持续创新能力。

3

、 要点线面结合促进产业长足

发展

当新兴产业技术还不完善、生产

尚未达到经济规模、配套设施和服务

体系还跟不上、 商业模式不成熟、市

场认同程度低时，往往会遇到来自信

任度、市场、资金、制度等方面的瓶

颈。 因此，要点线面相结合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提高新兴产业的核心竞争

力。 在点上，研发和转化一批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和产业化前景的科技成

果。 在线上，以关键核心技术或主导

产品为基点，发展一批拥有核心技术

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兴产业链条，提

升产业链条的附加价值，推动产业向

高端、高效、高辐射方向发展。 在面

上，建设一批具有产业集群特征的科

技园区和产业基地。 这样才能真正地

占领产业的制高点。

4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提高中小型企业研发参与的持

续性， 注重提高中型企业的创新能

力。 制订中型企业创新计划，定期对

经过评估后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资

助。 同时，帮助中型企业之间以及企

业与科技之间互联成网，形成产业的

集聚和联合发展。 在融资支持上，推

动中小企业在非特定技术领域内进

行市场导向的创新，帮助创新型中小

型企业进行融资。 积极参与标准化

行动，为中小型企业创造相同的准入

条件，帮助研究成果更快地转化成畅

销产品与服务，使创新成果尽快进入

市场。

5

、发挥好市场调节的作用

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大，发展潜力

大，预期的经济效益好，加上政府政

策、政府资金等的引导与培育，会出

现“一窝蜂”拥上的局面。 应通过引导

建立分行业协作网， 加强信息交流，

以合理确定不同企业在同类行业中

的发展方向， 避免同质恶性竞争，强

化产业链的加速形成，保障新兴产业

的健康发展。 我国早几年就已经倡导

发展新兴产业，近几年随着政策环境

的完善，在太阳能产业、光伏产业等

一些政府机构指定技术发展的路线，

指定发展的产业门类上出现了一哄

而上的从众化苗头，应该引起高度关

注。 政府部门需要建立相应的预警机

制，让市场调节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

用， 避免产业大量重复同质建设，造

成不必要的能源、资金、人才等方面

的浪费，形成有序发展、良性发展、合

理发展的良好局面。

6

、加快体制机制创新

当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还面临诸多体制、机制制约，既有原

有计划经济体制和政策弊端积累的

效应， 也有新技术给现有管理体制、

机制带来的挑战。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必须深化相关体制机制改革，

积极探索适合市场经济和中国国情

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首先，要尊重市

场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放宽准入门

槛，简化审批程序，推进战略性新兴

产业体制改革，为各种资本有序进入

和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其

次，要综合运用产业、税收、财政、金

融等手段，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等生

产要素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充分

发挥价格机制、 竞争机制的激励功

能，有效促进技术创新和资源优化配

置。 此外，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

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技术标准，切

实保障创新者权益。

7

、要有利于产业间的融合推进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除了坚持

自主创新外，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与传

统产业协同发展，不能为了发展新兴

产业而忽略了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

传统产业可以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

获得新的生机。 节能减排、低碳环保

等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非常广

泛，比如钢铁工业如果能够采用新的

节能减排技术， 竞争力将会大大提

升。 因此，发展新兴产业既要推动传

统产业的创新，又要为新一代产业的

崛起创造条件，以推动产业之间更加

协调或融合。

（执笔：胡少维、邹士年、郝彦菲）

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国家发改委从多方面入手，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 同时，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

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0]13

号）、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

定》（国发

[2010]32

号）精神，增强社会各界对民营企

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性的认识， 鼓励和

引导民营企业在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

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领域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

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制定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

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 包括准入条

件、产业扶持资金扶持、政策参与、科研支持与鼓励、

融资政策、商业模式、服务支持等等。

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加大了对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比如，四川省成立了战略性新兴

产业促进会，搭建“政企对话平台”、“高科技人才对

接平台”、“高科技项目转化平台”、“投融资平台”、

“信息共享平台”、“咨询与评估平台”等。 广东省明确

将战略性新兴产业、 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作为

“十二五”优先发展的重点行业。 “十二五”期间，广东

省财政将投入

220

亿元人民币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其中有

30

亿元为核心技术攻关专项，预计可带

动动议及承担单位配套投入达

60

亿元。 另外，还将在

高层次人才成果奖励、创业风险投资和投资引导、银

行贷款的贴息等方面， 分别予以

5

亿元、

30

亿元和

50

亿元的资助。 安徽省制定省属企业自主创新联合行

动计划， 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优势产业

改造升级，在先进制造业、高效能源、优质原材料、现

代建筑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现代交通基础设

施等

7

大领域，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人才引

进培养、产学研联合攻关、重大技术装备提升、创新

平台建设等

5

大工程。 上海也开建都市低碳有机农业

示范基地等。

进入

2011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涌现许多亮点。 新

能源领域发展迅速， 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试点力度

加大，

25

个试点示范城市试点工作全面展开，纯电动

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已开始进入市场。 风电、

太阳能等新能源快速发展。 节能环保产业增长较快，

节能照明加大推广力度。

2011

年

1

—

6

月，包括新兴产

业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9%

，增幅

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快

1.6

个百分点。

2011

年

1-5

月，从业人员增幅高新技术产业为

12.8%

，比规模

以上工业增幅高

2.8

个百分点， 显示出新兴产业的良

好发展势头。

从各地区发展情况看， 战略新兴产业也呈现良好

发展态势：

江西省确定了全省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分别

是：光伏、风能与核能、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航空

制造、半导体照明、金属新材料、非金属新材料、生物

和新医药、绿色食品、文化创意等。上半年，江西十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897

亿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

49%

， 比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增速高

17

个

百分点， 对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

33.8%

。特别是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非国有投资为

主体，以民间投资为主力。 非国有投资

795

亿元，同比

增长

51%

，其中，民间投资为

747

亿元。 民间投资的持

续活跃和自筹资金的快速增长， 反映了大量社会资

金向这些产业的倾斜现状， 体现了投资者对新兴产

业的青睐和发展前景的看好。 上半年，江西十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720.17

亿元， 占江西

工业的

47.4%

， 同比增长

46.4%

， 高于江西平均增速

1.8

个百分点，拉动江西工业收入增长

21.7

个百分点。

其中，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航空制造、光伏、文化

及创意制造产业、非金属新材料产业发展迅速，增幅

远远高于江西工业平均水平。

上半年，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保持平稳发展势头，

累计完成产值

3326.58

亿元，同比增长

26.3%

，实现增加

值

1030.96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22.5%

，高于

同期工业增长速度

2

个百分点。 四大支柱产业中，先进

制造行业贡献最大， 完成增加值

417.74

亿， 同比增长

20.8%

；新材料行业发展速度最快，完成增加值

228.59

亿元，同比增长

28.9%

，领跑其他行业；电子信息和生

物医药分别完成增加值

166.6

亿元和

57.99

亿元，同比增

长

18.2%

和

10.55%

。

名称

增加值 工业销售产值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万人）

本月增长 累计增长 累计增长 累计增长 累计增长 累计增长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总计

１５．１ １４．３ ２９．５５ ２９．４４ ２７．９１ １０．０６

高技术产业合计

１７．２ １５．９ ２３．１３ ２２．６２ １６．１６ １２．８３

一、信息化学品制造

４２．１ ４５．３ ８２．２８ ８２．５ １３３．７４ ３３．０６

二、医药制造业

１８．４ １６．６ ２９．７８ ２９．３２ １９．４５ ９．７９

其中：化学药品制造

１５．８ １５．２ ２５．６３ ２４．９９ １３．２６ ９．６２

���中成药制造

２０．３ １９．４ ３３．５７ ３２．４６ ３０．９８ ５．６６

���生物、生化制品的制造

１９．４ １３．２ ２６．８８ ２７．６９ ５．６６ １５．０８

三、航空航天器制造

１９．６ １４．４ ２０．５８ ３６．１７ １１１．７４ ６．８

１．

飞机制造及修理

２０．５ １４．１ １９．８６ ３７．１ １５７．６２ ７．０４

２．

航天器制造

３．５ ２０．５ ３４．４２ ２４．０５ １４．１７ ３．６２

四、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１５．７ １５．３ ２２．６７ ２０．３５ －１．２４ １１．８８

１．

通信设备制造

２１．１ １６．６ ２０．８７ １３．７９ －２２．４９ １６．６６

其中：通信传输设备制造

２２．７ ２４．２ ３０．３９ ２６．９６ －２．８７ ２４．３９

���通信交换设备制造

３２．４ ２２．６ ３３．３４ １４．８９ －５０．８３ ８．６６

���通信终端设备制造

２．４ ７．９ ７．０１ ９．８１ ８．３７ １１．３８

���移动通信及终端设备制造

１４．２ １１．８ １１．７２ ９．１６ １８．０９ ２３．３７

２．

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

３１．３ ２４．２ ２９．２２ ３４．４ ３１．２５ ４．２３

���

３．

广播电视设备制造

１２．７ １０．３ １５．６９ １２．９５ ３３．６ １７．２７

４．

电子器件制造

１６．１ １７．７ ２９．７６ ３１．２２ １９．３４ １７．１８

电子真空器件制造

１３ １３．６ ２２．６５ ２０．６２ ３３．７８ ４．８４

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

９．９ １２．５ ２１．４７ ２３．１１ －４．５６ １３．３２

集成电路制造

１．８ ４．８ ９．４ １５．３４ ４７．４６ ９．４７

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

２３．１ ２４．２ ４０．２６ ３９．１２ １３．８８ ２１．９６

５．

电子元件制造

１１．９ １２．１ ２２．２４ ２２．１ ８．５９ ８．２８

���

６．

家用视听设备制造

１５．１ １５．９ １３．７ ９．７９ －１１．２８ ７．１４

���

７．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７ １３．３ ２０．８２ １９．６５ －９．１ １４．８５

五、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１５．９ １２．９ １５．２７ １７．１１ １７．４４ １９．１

������

１．

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

２１．５ １０．１ １２．０２ ９．１２ ２６．９３ ２６．６５

���

２．

计算机网络设备制造

２３．４ ２４．３ ３１．４５ ２６．３２ ４１．８４ １２．５６

���

３．

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制造

９．５ １５．７ １８．５８ ２８．８３ ８．２６ １６．３３

���

４．

办公设备制造

１０．７ １５ １８．５ １６．３ １６．１５ １２．７６

六、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１８．１ １７．７ ２６．９２ ２７ ２５．３８ １１．７６

���

１．

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

１９．３ １６．７ ２７．１７ ２５．２５ １４．１６ １０．０６

���

２．

仪器仪表制造

１７．８ １８ ２６．８５ ２７．４７ ２９．３７ １２．３２

“政策引导＋市场调节”双管齐下

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切忌“一窝蜂”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

今年既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集中力量全面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开局之年，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加大了政策支持力度。

近两年，相关规划、政策不断出台，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预计未来新兴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增大，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一、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国家发改委从多方面入手，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同时，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精神，增强社会各界对民营

企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性的认识，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在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制定了关于鼓励和引导

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包括准入条件、产业扶持资金扶持、政策参与、科研支持与鼓励、融资政策、商业模式、服务支持等等。

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加大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比如，四川省成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会，搭建“政企对话平台”、“高科技人才对接平台”、“高科技项目转化平台”、“投融资平台”、“信息共享平台”、“咨询与评估平台”等。广东省

明确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作为“十二五”优先发展的重点行业。“十二五”期间，广东省财政将投入220亿元人民币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其中有30亿元为核心技术攻关专项，预计可带动动议及承担单位配套投入达60亿元。另外，

还将在高层次人才成果奖励、创业风险投资和投资引导、银行贷款的贴息等方面，分别予以5亿元、30亿元和50亿元的资助。安徽省制定省属企业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优势产业改造升级，在先进制造业、高效能源、优质

原材料、现代建筑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现代交通基础设施等7大领域，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人才引进培养、产学研联合攻关、重大技术装备提升、创新平台建设等5大工程。上海也开建都市低碳有机农业示范基地等。

进入2011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涌现许多亮点。新能源领域发展迅速，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试点力度加大，25个试点示范城市试点工作全面展开，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已开始进入市场。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快速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增长

较快，节能照明加大推广力度。2011年1—6月，包括新兴产业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9%，增幅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1.6个百分点。2011年1-5月，从业人员增幅高新技术产业为12.8%，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幅高2.8个百分点，显示出新

兴产业的良好发展势头。

从各地区发展情况看，战略新兴产业也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江西省确定了全省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别是：光伏、风能与核能、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航空制造、半导体照明、金属新材料、非金属新材料、生物和新医药、绿色食品、文化创意等。上半年，江西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97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49%，比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增速高17个百分点，对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33.8%。特别是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非国有投资为主体，以民间投资为主力。非国有投资795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民间投资为747亿元。民间投资

的持续活跃和自筹资金的快速增长，反映了大量社会资金向这些产业的倾斜现状，体现了投资者对新兴产业的青睐和发展前景的看好。上半年，江西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720.17亿元，占江西工业的47.4%，同比增长46.4%，高于江西平

均增速1.8个百分点，拉动江西工业收入增长21.7个百分点。其中，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航空制造、光伏、文化及创意制造产业、非金属新材料产业发展迅速，增幅远远高于江西工业平均水平。

上半年，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保持平稳发展势头，累计完成产值3326.58亿元，同比增长26.3%，实现增加值1030.96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22.5%，高于同期工业增长速度2个百分点。四大支柱产业中，先进制造行业贡献最大，完成增加值417.74

亿，同比增长20.8%；新材料行业发展速度最快，完成增加值228.59亿元，同比增长28.9%，领跑其他行业；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分别完成增加值166.6亿元和57.99亿元，同比增长18.2%和10.55%。

表1、2011年分行业高技术产业发展情况，单位：%

名称增加值工业销售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万人）

本月增长累计增长累计增长累计增长累计增长累计增长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总计15.114.329.5529.4427.9110.06

高技术产业合计17.215.923.1322.6216.1612.83

一、信息化学品制造42.145.382.2882.5133.7433.06

二、医药制造业18.416.629.7829.3219.459.79

其中：化学药品制造15.815.225.6324.9913.269.62

中成药制造20.319.433.5732.4630.985.66

生物、生化制品的制造19.413.226.8827.695.6615.08

三、航空航天器制造19.614.420.5836.17111.746.8

1．飞机制造及修理20.514.119.8637.1157.627.04

2．航天器制造3.520.534.4224.0514.173.62

四、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15.715.322.6720.35-1.2411.88

1．通信设备制造21.116.620.8713.79-22.4916.66

其中：通信传输设备制造22.724.230.3926.96-2.8724.39

通信交换设备制造32.422.633.3414.89-50.838.66

通信终端设备制造2.47.97.019.818.3711.38

移动通信及终端设备制造14.211.811.729.1618.0923.37

2．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31.324.229.2234.431.254.23

3．广播电视设备制造12.710.315.6912.9533.617.27

4．电子器件制造16.117.729.7631.2219.3417.18

电子真空器件制造1313.622.6520.6233.784.84

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9.912.521.4723.11-4.5613.32

集成电路制造1.84.89.415.3447.469.47

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23.124.240.2639.1213.8821.96

5．电子元件制造11.912.122.2422.18.598.28

6．家用视听设备制造15.115.913.79.79-11.287.14

7．其他电子设备制造713.320.8219.65-9.114.85

五、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15.912.915.2717.1117.4419.1

1．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21.510.112.029.1226.9326.65

2．计算机网络设备制造23.424.331.4526.3241.8412.56

3．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制造9.515.718.5828.838.2616.33

4．办公设备制造10.71518.516.316.1512.76

六、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18.117.726.922725.3811.76

1．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19.316.727.1725.2514.1610.06

2．仪器仪表制造17.81826.8527.4729.3712.32

注：利润总额、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数据为2011年1-5月数

数据来源：发展和改革委网站

二、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大势所趋

从国际经济发展形势看，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努力掌握国际经济竞争主动权的必然要求。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同时，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以知识技术密集、绿色低碳增长为主要特征的

新兴产业蓬勃兴起，日益成为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主导力量。为应对新挑战、构建新优势，世界主要国家紧紧抓住新兴产业发展机遇，竞相出台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抢占经济科技发展制高点。例如，美国于2009年和2011年两度发布《国家创新

战略》，强调回归实体经济，确保美国在全球的研发优势及重点新兴产业的领先地位，此外还先后发布了一系列专项规划，将生物技术、健康医疗、清洁能源、纳米技术、先进制造、空间技术等作为国家优先发展领域。由此可见，新兴产业将推动全球经济与

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革。

从国内发展转型需要看，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经过改革开放32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明显提高，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日益凸显，粗放经济发展方式下形

成的经济结构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矛盾更加突出。例如，2010年我国消费了全球能源总量的20%，水泥、钢铁近50%，但GDP占世界的比例仅为9.5%；由于煤炭占能源消耗总量的近70%，我国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水污染、工业

点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垃圾围城”等问题也十分突出。我国明确提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2015年达到11.4%。“十二五”规划纲要强调，要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6%和17%。顺应能源变革和低碳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趋势，大力发展资源消耗少、科技含量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动能源发展方式转变，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时代发展的

必然要求。另一方面，我国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涨较快，以低成本为主要特征的既有比较优势已削弱，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只有加快培育发展知识与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才有利于充分发挥科技引领作用、在更高起点上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真正走上加强经济社会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另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有利于满足社会的需求，也能增加有效供给。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能缓解我国当前的低端产能过剩，更重要的是将在应对全球变暖和发展低碳经济两大挑战中抢得先机。

总之，相对于粗放型的传统产业而言，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社会生产和

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力量。这不仅是政府层面的号召，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三、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判断

根据我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现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包括四个方面七个产业领域。一是以有效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为目标，着力发展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业；二是以加快推进经

济社会信息化、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目标，着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三是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为目标，着力发展生物产业；四是以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目标，着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

料和新能源汽车产业。

考虑到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确定了三个阶段性发展目标。第一阶段，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健康发展、协调推进的基本格局，产业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创业创新环境更加完善，引领带动作用显著增强，国际分工

地位明显提高，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10年的约4%力争达到8%左右。第二阶段，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15%左右，吸纳、带动就业能力显著提高。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第三阶段，到2030年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依据这一思路与目标，对我国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判断如下：

节能环保产业

根据目前的《企业所得税条例》规定，从事节能环保企业可以得到“三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即第一年至第三年可免交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目前有关节能环保在“十二五”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方面的激励政策和优惠措施还在制订

中，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在政策上尤其是税收方面将有较大支持。事实上，不仅是财税支持，整个“十二五”期间，我国在节能环保领域的投入都将有跨越式前进。特别是国务院日前下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作为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

社会转型的重中之重，同时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节能潜力、环境容量及国家产业布局等因素，将全国节能减排目标合理分解到各地区、各行业。各地区要将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指标层层分解落实，明确下一级政府、有关部门、重点用能单位

和重点排污单位的责任。可以预见，未来5年，我国节能减排的力度更大、标准更高、相关促进措施也更有力。接下来将有一系列涉及节能减排的重大政策陆续出台，相关部委还将编制节能产品目录，完善节能产品认证制度和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制度。作

为“十二五”期间的重点发展领域，行业产值将有更大提高，环保投资占GDP比重将会超出市场预期。

新能源产业

2009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提出，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15%左右。同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布，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

40-45%。要实现以上两个目标，新能源就要大发展。在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中，鼓励类中新增“新能源”类，包括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燃料、沼气发电及海洋能、地热能开发等，体现了优先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战略思

路。按照新兴能源产业规划，规划期累计直接增加投资5万亿元，每年增加产值1.5万亿元，增加社会就业岗位1500万个。目前我国新能源的利用方式主要是发电，但上网电价和电网接入一直是制约新能源电力上网的因素。“十二五”期间，相关政策也将着

力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包括先进核电、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这些新的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一代信息技术是转变生产方式的强力引擎，代表了产业现在和未来的技术发展趋势，包括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核心设备、智能终端、三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和高端软件及服务器等。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细分领域，下一代互联网市场潜力巨大。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4.85亿，今年底将超5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6.2%，与发达国家50%至70%平均水平的差距在进一步缩小。此外，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推进和国

际化、市场化、信息化水平提高阶段，网络需求上升迅猛，市场潜力巨大。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行业热点主要呈现在以下的三个方面：物联网产业链、云计算和地理信息系统产业。目前，下一代互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新应用已经全面铺开，地理信息系统产业发展也蒸蒸日上。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新一代信息技术

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其市场潜力将得以实现。

生物产业

生物产业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农药、海洋生物产业等。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中国生物产业的规模为1.8万亿元，其中生物医药的规模在1.1万亿元。未来，生物产业将主要关注生物医药和生物农业。关于生物医药方面的发展，将主要强调用于重大疾

病防治的生物技术药物、新型疫苗、诊断试剂、化学药物等创新型的药物品种。据经合组织的《2030年生物经济》的报告，对生物技术潜在影响最大的农业、卫生和工业三个部门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全面分析，预测到2030年，生物技术对全球GDP的贡献率将

达到2.7%以上。特别是目前我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4000美元，处于市场潜力释放期，加上未来5年我国将会不断出台新的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加大生物基因、分子生物、分子遗传学等方面的投入。在国家大力发展生物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背景下，生物制

造产业作为生物产业“十二五”期间重点发展领域，必将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更上一个台阶。

高端装备制造业

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和工业崛起的标志，是一国制造业的基础和核心竞争力所在，具有产业关联度高、吸纳就业能力强、技术资金密集等特点。积极抢占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是发达国家谋求世界工业强国地位的战略重点。虽然我国已

跻身于制造大国行列，但大而不强的矛盾始终困扰着行业科学发展。在高端装备领域，80%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40%的大型石化装备、70%的汽车制造关键设备及先进集约化农业装备仍依靠进口。多数出口产品是贴牌生产，拥有自主品牌的不足

20%。因此调结构、转方式将成为装备工业实现科学发展的重中之重。改造提升制造业，实现由主要依靠规模增长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调整优化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和行业结构，成为“十

二五”转变工业发展方式的核心工作。随着我国开始向高端装备制造业快速布局，重型机械、核电、高铁、航空、中高端数控机床、海洋工程等领域已成为产业发展热点，各项扶持政策已开始陆续出台，每一个细分领域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会。

新材料

新材料对于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截至2010年底，我国新材料产业规模达到了6500亿元，与2005年相比年均增长2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材料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仍有较大

差距，产业发展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新材料自主开发能力薄弱，关键新材料保障能力不足；产学研用相互脱节，产业发展模式不完善；新材料产业缺乏统筹规划和政策引导，研发投入少且分散，基础管理工作比较薄弱等。目前，新材料行

业获得的政策支持力度已经比较大，“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设立新材料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加大对新材料产业的扶持力度，建立健全投融资保障机制，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投资新材料产业。预计我国新材料产业总产值2015年将

达2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25%。具有一定自主创新能力、规模较大、产业配套齐全的新材料产业体系将初步建立。

新能源汽车

对于新能源汽车，目前国内各大城市给予相当的优惠，去年6月，五大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的通知》，补贴按照3000元／千瓦给予补贴，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每辆最高补贴5万元，纯电动乘用车每辆最高补贴6万元。发

展新能源汽车既满足了大众对汽车的需求，也解决了能源短缺的问题。对于新能源汽车，未来将重点从关键技术的攻关、产业化培育、示范运用、法规和应用环境的建设等方面综合推动。

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建议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经济的战略抉择，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策规划和重点扶持，将有效带领中国经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从目前来看，一些新兴产业还没有原创的技术，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也存

在一些突出问题，为了更好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议：

1、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

大力构建制度公平、机会均等、环境宽松、激励有效的创新环境，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激发创新活力。要大力弘扬“尊重个性、发挥特长、激励探索、提倡冒尖、鼓励合作、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切实营造鼓励人才干

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良好氛围，促进科技人才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全面强化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着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重大科研项目为载体，培养一批本土化的技术带头人。

2、坚持自主创新

发展核心技术，才能真正占领市场的制高点。如果大量的核心技术还是要靠到国外购买，不仅获得的利润很少，而且各大企业还大打价格战。因此，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在最有基础、最有条件的领域突破核心和关键技术，把建设创新型产业作为

战略目标，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方向，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在这轮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一定要突出自主创新，要有自己的技术、专利和标准。因为国外企业不可能轻易向我们转让核心技术，以市场换技术只是一厢情愿。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必须引导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形成持续创新能力。

3、要点线面结合促进产业长足发展

当新兴产业技术还不完善、生产尚未达到经济规模、配套设施和服务体系还跟不上、商业模式不成熟、市场认同程度低时，往往会遇到来自信任度、市场、资金、制度等方面的瓶颈。因此，要点线面相结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高新兴产业的核心竞争

力。在点上，研发和转化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产业化前景的科技成果。在线上，以关键核心技术或主导产品为基点，发展一批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兴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链条的附加价值，推动产业向高端、高效、高辐射方向发展。在面上，

建设一批具有产业集群特征的科技园区和产业基地。这样才能真正地占领产业的制高点。

4、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提高中小型企业研发参与的持续性，注重提高中型企业的创新能力。制订中型企业创新计划，定期对经过评估后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资助。同时，帮助中型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科技之间互联成网，形成产业的集聚和联合发展。在融资支持上，推动中

小企业在非特定技术领域内进行市场导向的创新，帮助创新型中小型企业进行融资。积极参与标准化行动，为中小型企业创造相同的准入条件，帮助研究成果更快地转化成畅销产品与服务，使创新成果尽快进入市场。

5、发挥好市场调节的作用

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大，发展潜力大，预期的经济效益好，加上政府政策、政府资金等的引导与培育，会出现“一窝蜂”拥上的局面。应通过引导建立分行业协作网，加强信息交流，以合理确定不同企业在同类行业中的发展方向，避免同质恶性竞争，强化

产业链的加速形成，保障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我国早几年就已经倡导发展新兴产业，近几年随着政策环境的完善，在太阳能产业、光伏产业等一些政府机构指定技术发展的路线，指定发展的产业门类上出现了一哄而上的从众化苗头，应该引起高度关

注。政府部门需要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让市场调节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避免产业大量重复同质建设，造成不必要的能源、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浪费，形成有序发展、良性发展、合理发展的良好局面。

6、加快体制机制创新

当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还面临诸多体制、机制制约，既有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和政策弊端积累的效应，也有新技术给现有管理体制、机制带来的挑战。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深化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探索适合市场经济和中国国情的

产业发展新模式。首先，要尊重市场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放宽准入门槛，简化审批程序，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体制改革，为各种资本有序进入和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其次，要综合运用产业、税收、财政、金融等手段，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

素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激励功能，有效促进技术创新和资源优化配置。此外，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技术标准，切实保障创新者权益。

7、要有利于产业间的融合推进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除了坚持自主创新外，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不能为了发展新兴产业而忽略了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传统产业可以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新的生机。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等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非常广

泛，比如钢铁工业如果能够采用新的节能减排技术，竞争力将会大大提升。因此，发展新兴产业既要推动传统产业的创新，又要为新一代产业的崛起创造条件，以推动产业之间更加协调或融合。

（执笔：胡少维、邹士年、郝彦菲）

“政策引导

＋

市场调节”双管齐下

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切忌“一窝蜂”

□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

今年既是“十二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集中力量全面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开局之年，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加大

了政策支持力度。 近两年，相关规划、政策不断出台，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预计未来新兴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增大，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数据显示，2011年1-6月， 包括新兴产业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9%， 增幅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1.6个百分点。

2011年1-5月，从业人员增幅高新技术产业为12.8%，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幅高2.8个百分点，显示出新兴产业的良好发展势头。

推动经济与竞争格局变革

从国际经济发展形势看， 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是我国努力掌握国际经济竞争主动权的必

然要求。 当今世界

,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同时，

气候变化、 能源安全、 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

突出， 以知识技术密集、 绿色低碳增长为主要特征

的新兴产业蓬勃兴起， 日益成为引领新一轮产业革

命的主导力量。 为应对新挑战、构建新优势，世界主

要国家紧紧抓住新兴产业发展机遇， 竞相出台发展

战略，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抢占经济科技发展制高

点。 例如，美国于

2009

年和

2011

年两度发布《国家创

新战略》，强调回归实体经济，确保美国在全球的研

发优势及重点新兴产业的领先地位， 此外还先后发

布了一系列专项规划，将生物技术、健康医疗、清洁

能源、纳米技术、先进制造、空间技术等作为国家优

先发展领域。 由此可见， 新兴产业将推动全球经济

与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革。

从国内发展转型需要看， 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建设创新型国

家的必然要求。经过改革开放

32

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综

合国力明显提高，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问题日益凸显， 粗放经济发展方式下形成的经济结构

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矛盾更加突出。例如，

2010

年我国

消费了全球能源总量的

20%

， 水泥、 钢铁近

50%

，但

GDP

占世界的比例仅为

9.5%

； 由于煤炭占能源消耗总

量的近

70%

，我国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

量最大的国家；水污染、工业点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

“垃圾围城”等问题也十分突出。我国明确提出，到

202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

，

2015

年

达到

11.4%

。 “十二五”规划纲要强调，要推动能源生产

和利用方式变革，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

源产业体系，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分别降低

16%

和

17%

。 顺应能源变革和低碳经济快速

发展的大趋势，大力发展资源消耗少、科技含量高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动能源发展方式转变，更好地促

进我国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是时代发展的

必然要求。 另一方面，我国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

涨较快，以低成本为主要特征的既有比较优势已削弱，

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只有

加快培育发展知识与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

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才有利于充分

发挥科技引领作用、 在更高起点上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真正走上加强经济社会

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另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有利于满足社会的

需求，也能增加有效供给。 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能缓

解我国当前的低端产能过剩， 更重要的是将在应对全

球变暖和发展低碳经济两大挑战中抢得先机。

总之，相对于粗放型的传统产业而言，战略性新

兴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

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

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

效益好。 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社会生产和生

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力量。 这不仅是政府层

面的号召，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2011年分行业高技术产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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