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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部署新赛道

对未来产业新赛道的前瞻部
署，已经开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
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开辟量子技
术、生命科学等新赛道，创建一批
未来产业先导区。

在合肥的一家量子科技企业
内，研发人员正忙碌地进行实验。
1月6日，中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
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在合肥正式
上线运行。近年来，合肥诞生多家
量子科技企业，量子信息未来产业
科技园在这里应运而生。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我们必须抢抓机遇，加大创
新力度。我们将通过加强基础研
究、人才培养与引进、加强产业协
同和优化政策环境等策略，推动量
子计算科研与各行业融合发展，为
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贡献更大力量。”本源量子计算科
技（合肥）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
家郭国平说。

不只是量子领域，根据《实施
意见》，对未来产业的部署将“重点
推进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
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
康六大方向产业发展”。

部署未来制造是指发展智能制
造、生物制造、纳米制造、激光制造、
循环制造，突破智能控制、智能传
感、模拟仿真等关键核心技术，推广
柔性制造、共享制造等模式，推动工
业互联网、工业元宇宙等发展。

部署未来信息聚焦推动下一
代移动通信、卫星互联网、量子信
息等技术产业化应用，加快量子、
光子等计算技术创新突破，加速类
脑智能、群体智能、大模型等深度
赋能，加速培育智能产业。

在人工智能大模型方面，科大
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认为，人工智能
将彻底改变产业形态和竞争格
局。他建议制定国家层面的《通用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加快形成以
国产大模型为核心的自主可控产
业生态。

“我们有信心在通用大模型底
座上发力发展，在此基础上结合行
业场景和数据进行打磨，以实现典
型行业领域的超越。”刘庆峰说。

部署未来材料会在推动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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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领域发力。

部署未来能源聚焦核能、核聚
变、氢能、生物质能等重点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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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未来空间聚焦空天、深
海、深地等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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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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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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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未来健康则是从加快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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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疗装备和健康用品等方面着手。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是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重中之重。”中国工程院
院士潘复生说，超前谋划、布局未来
产业能帮助我们下好先手棋，站在
世界科技的前沿，引领未来发展。

未来产业的发展目标也已
确定。

根据《实施意见》，到2025年，
未来产业技术创新、产业培育、安全
治理等全面发展，部分领域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产业规模稳步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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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未来新产品

打造未来新产品，也是发展未
来产业的重要举措。

什么是未来产业的标志性产品？
《实施意见》从“突破下一代智

能终端”“做优信息服务产品”“做
强未来高端装备”等3个方向入手，
列出了人形机器人、量子计算机、
新型显示、脑机接口、6G网络设
备、超大规模新型智算中心、第三
代互联网、高端文旅装备、先进高
效航空装备、深部资源勘探开发装
备等10大创新标志性产品。

未来产业的标志性产品，代表
着科技发展新趋势，关乎经济发展

的“含金量”，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巩固扩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等产业领先优势，加快前沿新兴
氢能、新材料、创新药等产业发展，
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
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

以低空经济为例，近年来，无
人机赋能各行各业，成为中国未来
产业发展的一大亮点。

长城，作为重要的世界文化遗
产之一，一直以来都需要得到良好
的保护与维护。为提高管理效率，
北京市八达岭长城管理处引入两
台“大疆机场2”，分别部署在南长
城、北长城的两座城台上，对景区
进行全方位的巡防。

“大疆机场2”是无人机企业大
疆发布的新一代高性能小型无人
值守平台。它不仅轻量化、易部
署，还具备强大的云端智能功能，
使用门槛更低。它支持高精度测
绘及安防、巡检作业，是无人值守
规模化应用的一件“神器”。

在科技的加持下，“大疆机场2”
正成为守护长城的现代化利器，为
长城文物保护、安防巡检以及园区
管理提供了更加高效的解决方案。

文物保护仅是无人机的应用
场景之一。从农业植保到电力巡
检，从物流配送到旅游观光，从环
境监测到应急救援，低空经济正在
赋能千行百业，不断催生新业态。

发展未来产业，离不开人工智
能的赋能。

“我们历时五年研发的大象AI
助教机器人，将AI技术深度应用
到教育教学的多环节和场景，将
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模型
技术应用到小学课堂教学中。”北
京执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靳清华说，机器人采用AIGC备课
大模型和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生
成、大语言模型等技术，构建启发
式互动课堂，增加课堂趣味性，使
学生真正做到“乐于学，学中乐”。

在商业航天领域，中国也已进
入发展“快车道”。

今年1月，中科宇航发布消息
称，“力箭二号”液体运载火箭将于
2025年执行首次飞行任务，发射由
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
自主研制的低成本货运飞船，开展
在轨全流程考核验证。

这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
参与空间站低成本货物运输工程
研制及发射任务。

“可以说，我们正跨入航天工业
令人激动的新时代。”中科宇航副总
裁、“力箭二号”总指挥杨浩亮说。

作为提升经济竞争力的着力
点，生物制造也是中国发展未来产
业的又一个重要抓手。

2021年，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
技术研究所宣布，在国际上首次实
现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人工全合成，
它实现了从无机物中创造有机物
的突破。这项技术在淀粉的合成
能效和速率上远超玉米等农作物，
为淀粉的工业化生产打开了一扇
窗，并为以二氧化碳为原料合成复
杂分子提供了新思路。

这是中国在生物制造领域实
现技术突破的一个生动案例。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
党委书记、副院长刘文强表示，下
一步，国家将从政策、企业和产业
层面加强一系列部署来推动生物
制造产业的发展。在政策方面，国
家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国家层
面的生物制造顶层规划文件，在产
业方面，国家有关部门将加大中央
财政资金投入，分领域、分区域布
局一批生物制造公司平台。

各地发力新领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
施产业创新工程，完善产业生态，
拓展应用场景，促进战略性新兴产
业融合集群发展。

“未来产业虽处于萌芽阶段，
但能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引
领作用。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宇亮
表示，布局未来产业刻不容缓。

事实上，未来产业早已成为中
国各地发力的新领域。

北京、上海、浙江、安徽、深圳
等地率先制定实施关于未来产业
的发展规划、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与配套政策举措，把前瞻布局未来
产业作为拼经济谋长远的重头戏，
并提出中长期未来产业发展蓝图，
带动全国掀起发展未来产业的良
好势头。

2023年，北京市发布了《北京
市促进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根据
《方案》，北京将锚定六大领域，布
局20个未来产业，同时将实施八大
行动，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将
北京打造成为世界领先的未来产
业策源高地。《方案》还提出，到
2030年，本市将形成一批颠覆性技

术和重大原创成果，培育一批行业
领军企业、独角兽企业，培养引进
一批战略科学家、产业领军人才、
产业经理人和卓越工程师；到2035
年，集聚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
语权的创新主体，成为全球未来产
业发展的引领者。

根据浙江省发布的《关于进一
步推动“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到
2027年，浙江省力争累计培育建设
新产业平台40个左右，形成产值
超千亿元平台10个以上、产值超
500亿元平台20个左右，产值规模
突破2.5万亿元。

目前，全国有多个省份围绕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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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
未来产业发展，各地谋划发展未来
产业的势头方兴未艾。

在安徽，未来产业先导区已全
面启动。该省聚焦培育通用智能、
量子科技、空天信息、先进材料、低
碳能源、生命与健康、未来网络等7
个重点领域，同时兼顾第三代半导
体、先进装备制造、区块链、元宇宙
等领域发展，布局建设省级未来产
业先导区，系统推进科技创新、示
范应用、体制机制、政策举措等方
面的先行先试。

“安徽聚焦新能源汽车、新一
代信息技术、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
等新兴产业重点领域，着力打造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
地。”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陈军
说，“我们紧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趋势，瞄准布局新领域新赛道，
着力打造创新引领、自主可控、竞
争力强的未来产业体系，为发展新
质生产力注入持续动能。”

未来产业着眼未来，不仅要超
前布局，更要系统规划。

在苏州市副市长张桥看来，发
展未来产业需要坚定的探索，更要
有坚实的家底，包括重大科技特别
是颠覆性的技术突破、齐全的产业
门类和制造能力、开放的应用场景，
以及实现技术突破的科技人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
略研究院院长张翼则认为，发展未
来产业要建立相应科学决策和布
局的体制机制，确保因地制宜、因
时制宜。同时，要建立相应的评估
机制，地方、部门要为决策负责。

据《人民日报》

未来产业，让未来照进现实
什么是未来产业？
根据今年1月印发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未来产业是指由前沿技术驱

动，当前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具有显著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业。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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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出元宇宙、人形机器

人、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新产业发展方向。大力发展未来产业已成为引领科技进步、带动产业升级、开辟新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选择。
从人形机器人到量子计算机，从脑机接口到6G网络设备……中国未来产业正在科技新赛道上加速前进。专家认为，随着国家对未来产业的积极

培育，新质生产力将加快形成，那些类脑智能、量子信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等“科幻”名词背后的未来，正逐渐照进现实。

2024年1月31日，人形机器人攻关团队科研人员在多模态人工智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
调试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在浙江宁波召开的2023世界数字经济大会暨第十三届智博会上，观众观看智能
机器狗表演。 胡学军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