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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产业：跨越发展 精彩蝶变
▶ 本报记者 叶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

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业强则经济强，产业兴则百业兴。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我国高技术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产业

总体规模不断壮大，高技术创新也从落伍者到追赶者、从追赶者

到超越者、从追随者到领先者，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我国

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保持较快发展，科技研发成

果加速转化、高新技术企业快速增长、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

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巨轮向着高质量发展目标劈波斩浪、扬帆远

行。

数据显示，2019 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8%，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比重为 14.4%；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7.3%。2020年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15.1%；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6%。

高技术产业领域创新捷报频传:“天问一号”开启火星探测，

“嫦娥四号”首次登陆月球背面，“嫦娥五号”实现地外天体采样，

北斗导航卫星全球组网，神舟十二号三名航天员顺利进驻中国

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奋斗者”号完成万米载人深潜，C919大型

客机首飞成功，“雪龙二号”首航南极，“天鲲号”首次试航，时速

600公里高速磁悬浮试验样车下线；磁约束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多

项实验取得突破，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建成使用；国产

芯片、操作系统和计算机整机自主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华为发

布自主研发的“鸿蒙”系统，5G成功商用并成为世界多国标准；

掌握第三代非能动核电技术，高温气冷堆世界领先……

研发是创新的源头，是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战略支

撑。2020年，研发与设计服务发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3%，其

中医学研究、农业科学研究、设计服务同比分别增长41.5%、26%
和 16.6%。2020年，全国重点税源企业研发支出预计同比增长

13.1%，其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25.3%。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2020 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达 27.5 万

户，同比增长24%，是“十二五”末2015年的3.5倍，实现营业收入

51.3万亿元，同比增长13.8%。

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2020年，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增长

较快，计算机设备制造、互联网等相关7大类行业发票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 12.1%，高于全国总体水平 6.1个百分点。线上平台交

易发展迅速。电子商务信用服务、互联网平台、信息技术服务销

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5.7%、29.4%和24.5%。

纲举目张，洞察大势。20世纪 80年代，我国高技术产业开

始起步。1986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并转发了《高技术研究发

展计划纲要》（“863”计划纲要），正式拉开高技术研发的序幕。

1988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旨在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

业的指导性计划——火炬计划，其目的是促进高新技术研究成

果的商品化,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1995年，《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表明我国将依

靠科技和教育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9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

定》；2006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技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描绘了我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

家的宏伟蓝图。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我国先后出台《“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

纲要》《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

极的指导意见》《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政策》等重大政策文件，持续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

发展。

回顾来时奋斗路，鉴照未来奋进路。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国将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进一步加快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现

代化水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形成特色突出、优势

互补、结构合理的产业发展格局，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

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促进经济行稳致远。

节能环保产业

节能环保产业是指为节约能源资源、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环境提供技术基础和装备

保障的产业。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对拉动投资和消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

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促进节能减排和民生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节能环保产业，作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和部

署。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实现了由引进模仿，逐步转向引进再开发与

集成的突破，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产业产值由 2015年的 4.5万亿元上升到

2020年的 7.5万亿元左右，年均增长率超过 15%；2016-2019年，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

增加值能耗预计下降15.6%；涌现了一批节能环保产业园区，以及碧水源、先河环保、中

国节能、启迪桑德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

同时，强化绿色技术创新，节能环保产业的创新技术不断涌现，部分关键共性技术

已实现产业化，燃煤锅炉、工业炉窑电除尘、布袋除尘、膜生物反应器等部分产品和超低

排放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燃煤机组超低排放、煤炭清洁高效加工及利用、再制造等

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拥有世界一流的除尘脱硫、生活污水处理、余热余压利用等装备供

给能力。

资源环境制约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我国将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产业保障、人才支撑、财税减免等方面建立一揽子政策体系，构建

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节能环保技术创新体系，做强做优做大节

能环保产业，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产业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能源与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实现

能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产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下，在《可再生能源法》的有力推动下，我

国可再生能源产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全国能源行业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齐心协力、攻

坚克难，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发电装机实现快速增长。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

9.3亿千瓦，占总装机的比重达到 42.4%，较 2012年增长 14.6个百分点。其中，水电 3.7
亿千瓦、风电2.8亿千瓦、光伏发电2.5亿千瓦、生物质发电2952万千瓦，分别连续16年、

11年、6年和3年稳居全球首位。

技术创新多点开花。我国在水电、光伏发电、风电、核电、氢能、特高压等技术均获

重大突破，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体系。其中，水电领域具备全球最大

的百万千瓦水轮机组自主设计制造能力，特高坝和大型地下洞室设计施工能力均居世

界领先水平；低风速风电技术位居世界前列，国内风电装机 90%以上采用国产风机，10
兆瓦海上风机开始试验运行；光伏发电技术快速迭代，多次刷新电池转换效率世界纪

录，光伏产业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光伏组件全球排名前十的企业中我国占据 7 家；

AP1000全球首堆、EPR全球首堆先后投产，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已并网，国

和一号研发完成并开工建设。

面向未来，我国将制定更加积极的新能源发展目标，大力推动新时代可再生能源大

规模、高比例、高质量、市场化发展，加快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积极构建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供坚强保障。

新材料产业

新材料产业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

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新材料，对推动技术创新、支撑产业升级、建设制造强国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直以来，我国非常重视材料这一基础和先导行业的创新与发展，新材料产业

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产业总产值由 2010年的 0.65万亿元

增长至2019年的4.08万亿元，年均增速保持在20%左右，跻身世界第二梯队；我国

新材料产业形成了“东部沿海集聚,中西部特色发展”的空间布局；钢铁材料、有色

金属材料、稀土功能材料、特种不锈钢、先进玻璃纤维及其复合材料、高性能纤维及

复合材料、轻质高强材料、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和海洋工程材料等产能居世界前列，

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材料生产和消费大国。

我国新材料产业在开展自主创新、引领前沿科技等方面实现一系列令人振奋

的突破和成就，从大飞机专用第三代新型铝合金材料、高铁所需的高性能热塑性炭

纤维复合材料、万千瓦级核电用U型管、硅衬底LED（发光二极管）材料、大尺寸石

墨烯薄膜等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培育了生益科技、中环股份、中材科技、三环集团等

一批新材料创新型企业，建设了一批特色产业基地，已经形成了一个从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中试开发，直至产业化开发的完整科技与产业体系。

当前，我国新材料发展正处于历史性关键时期，将集中力量、加紧部署，发力高

端新材料，布局一批前沿新材料，下大力气突破一批关键材料，进一步健全新材料

产业体系，提升新材料产业保障能力，支撑中国制造实现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

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汽车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一直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开展

新能源汽车产业关键技术的研发。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从单纯的政策驱动进入到政策与市场双重

驱动阶段，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产销量连续6年位居全球第一。数据显示，2020年新

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6.6万辆和136.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5%和10.9%；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已从2015年的42万辆，增加到2020年的492万辆，增长近12倍。

同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取得积极成效，在基础材料、基础零件、电机、电控、

电池、充电设施建设、整车制造，以及发动机、变速器等关键总成和零部件领域取得

突破。同时，比亚迪、中国一汽、长城汽车、蔚来汽车、小鹏汽车、理想、江淮集团等众

多自主品牌的发展，也带动了宁德时代、汇川技术、国轩高科、华霆动力等一大批本

土零部件企业的崛起，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持续升级完善，并深度融入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体系，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和供应基地之一。

当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将继续坚持电动化、网联化、

智能化发展方向，深入实施发展新能源汽车国家战略，以融合创新为重点，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提升产业技术能力，构建新兴产业生态，完善基础设施体系，优化产业发

展环境，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生物医药产业

生物医药产业是21世纪创新最为活跃、影响最为深远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我国生物医药开始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

经过多年的培育，我国生物医药产业保持高速增长，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制药国。

经过了数十年的模仿进口和产业升级，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涌现出迈瑞生物、恒瑞医药、博瑞生物等一大批创新药研发企业，

开发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与医药成果，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和中西部地区等地形成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初

步建成了国家药物创新技术体系，初步建成以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主的源头创新、以企业为主的技术创新、上中下游紧密结合、政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网格化创新体系，推动生物医药市场规模呈稳定上升态势。数据显示，2016-2019年我国生物医药市场总

体规模从1836亿元增加到3172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0%。我国 I类药申报从2010年的69个增加至2019年的382个，获批临

床的注册数量也从2010年的31个增加至2019年的307个，增长近10倍，

特别是2020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背景下，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完整的产业链和强大的供给能力，为全球抗击疫

情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在新冠疫苗研发数量方面，我国处在世界的第一方阵，基本实现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

疫苗、核酸疫苗等各条技术路线临床试验的全覆盖。截至2021年6月，已有20款疫苗进入临床试验。其中，5款疫苗获批国内附

条件上市，3款疫苗获批国内紧急使用。世卫组织将中国科兴新冠疫苗列入“紧急使用清单”。

未来，随着健康中国目标的稳步推进，我国将加快创新药研发速度，不断提高创新研发水平，不断壮大产业规模，持续推动

生物医药产业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转型升级，为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制图/版式：李娜

电子信息产业

电子信息产业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蓬勃发展，规模迅

速扩大，结构不断优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突破，集成电路、新型显示、5G、人工智

能等领域技术创新密集涌现，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先进计算等领域发展步伐进一

步加快，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

引擎作用不断强化。

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实现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 8.3％，增速同比提高 3.8个百分点；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7.2%，增速

同比提高14.1个百分点。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6.4%，增速

比上一年加快4.7个百分点。

其中，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目前，我国是全球主要的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基地，也是全

球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集成电路市场。2020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规模达到8848
亿元；“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速近20%，为全球同期增速的4倍。

电子信息产业是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保障，将顺应全球网络化、数

字化、智能化的时代大潮，紧密追踪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围绕技术前沿和关键

领域，重点推动高性能计算、移动通信、量子通信、核心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

产品、系统的研发和应用，着力提升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水平，使产业体系从低

端迈向中高端，实现电子信息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先进制造产业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先进制造业是决定一国经济和综合实力强弱

的重要因素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制造业实现了“由小到大”的转变，目前拥有全球最完整

的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有力推动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显

著增强了综合国力，对我国成为世界大国形成重要支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制造业，对制造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在创

新驱动战略的指引下，我国以高技术、智能化、柔性化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不断壮

大，在航天、大飞机、高铁、数控机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涌

现出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建设了一批在行业内、区域内甚至国际上有较强知名度和

影响力的产业集群，促进了工业体系不断完善、质量加快提升、结构优化升级。

从横跨金沙江的巨型水电站到问鼎苍穹的“天问一号”；从遨游沧海的“深海一

号”到驰骋于华夏大地的“复兴号”高铁；从C919全面进入试验试飞阶段到5G手机

芯片投入商用……在苍茫太空、辽阔大地、深邃海域，一项项重大工程彰显了中国

制造的新高度和新水平。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重构全球创新版图，我国经济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将围绕强化提

升制造业基础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需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制度环境，继续做好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发展，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实

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推动制造强国建设不断

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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