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创

新驱动特征突出，新兴动能不断涌现，政

策持续保障有力，推动产业实现健康较

快发展。

一、产业保持较高发展热度

今年上半年，在创新助力和有力

政策的支撑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继续保持高速扩张态势。国家信息

中心调查数据显示，2021 年第一、二

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景气指数

分别为 153.7 和 149.3，连续两个季度

保持在近三年的最高水平，始终位于

较强景气区间水平。其中，创新景气

指数（130.3）达到 2016 年以来同期水

平的最高值 ，政策环境指数（141.7）
连续四个季度保持增长，是产业发展

保持扩张态势的主要支撑因素。此

外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采 购 经 理 指 数

(EPMI) 也 表 现 出 相 似 迹 象 ，二 季 度

EPMI 指数为 58.4%，达到 2018 年以来

的最高值，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

保持较高发展热度。分行业看，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新材

料行业景气指数均连续两个季度保

持在 150 之上，位于较强景气区间，

表明这些行业发展正处于快速扩张

阶段，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快速

发展。

二、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上半年，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

领 下 ，一 大 批 对 产 业 有 明 确 促 进 作

用 的 重 大 创 新 成 果 相 继 涌

现。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

华为发布了 HarmonyOS 2.0
（鸿蒙）系统。作为全场景

操作系统，鸿蒙可以搭载在

多种硬件设备上，一站式解

决智能家居、智慧办公、智

慧出行、运动健康、影音娱

乐 五 大 生 活 场 景 ，目 前 已 有 1000 多

家智能硬件合作伙伴、50 多家模组

和 芯 片 解 决 方 案 供 应 商 、280 多 家

APP 厂 商 参 与 到 鸿 蒙 生 态 建 设 当

中，鸿蒙系统有望打破国外垄断，与

安卓和 iOS 形成三足鼎立趋势。生

物 医 药 领 域 ，我 国 自 主 研 发 的 多 款

新冠灭活疫苗正式通过世卫组织紧

急使用认证，海外订单超 6 亿剂，超

50 个国家和地区提出购买需求，我

国疫苗已经成为提供给全世界的国

际 公 共 产 品 。 航 空 航 天 领 域 ，我 国

独立自主建造运营的载人空间站天

和核心舱成功发射升空并准确进入

预 定 轨 道 ，首 次 火 星 探 测 任 务 天 问

一 号 探 测 器 成 功 着 陆 火 星 ，为 航 天

产 业 加 速 发 展 、建 设 航 天 强 国 奠 定

了 坚 实 基 础 。 新 能 源 领 域 ，我 国 自

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海外首

堆工程——巴基斯坦

卡 拉 奇 核 电 2 号（K-
2）机组完成 100 小时

连 续 稳 定 运 行 验 收 ，

各 项 性 能 指 标 达 标 ，正 式 进 入 商 业

运行，创造了国际最佳建设业绩，标

志着我国核电产业实现从“跟跑”到

“并跑”。

三、新兴动能引擎作用凸显

战略性新兴产业依托不断涌现的

各类创新，不断创造新的增长点，经济

发展“发动机”作用进一步凸显。制造

业方面，今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 同 比 增 长 22.6% ，两 年 平 均 增 长

13.2%，高于全部规上工业水平近一倍，

持续带动工业生产。从产品产量看，高

新技术产品持续较快生产，在“双碳”目

标的引领下，新能源汽车自今年 4月份

起产量同比保持成倍增长，今年上半年

产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205.0%；工业机器

人、集成电路也表现较好，产量同比分

别增长、69.8%、48.1%，两年平均增速均

超过 30%。服务业方面，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0.3%，两年平均增长 17.3%，是服务业

平均增速水平三倍以上，反映出疫情下

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又迎来新

一波增长高峰。

四、政策保障持续精准有力

今年以来，伴随着疫情防控局势趋

稳，部分优惠政策力度出现退坡迹象。不

过，随着国家有关部门明确强调助企纾

困“不急转弯”，政策支持出现快速退坡

的预期得到有效缓解，一、二季度政策景

气指数分别为141.3和141.7，均位于较为

景气区间，接近去年同期的水平。此外，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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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

系列政策文件支持下，战略性新兴产业

投资增速进一步提升。国家信息中心调

查数据显示，自2020年四季度以来，战略

性新兴产业投资景气指数连续三个季度

保持在 120以上，是自 2015年以来的最

好表现，表明企业投资持续扩张。国家

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也显示，今年上半年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3.5%，两年平

均增长14.6%，远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两年平均增速4.4%的水平，其中高技术制

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29.7%、12.0%，两年平均分别增长17.1%、

9.5%。高技术制造业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和

高端装备产业扩张最为强劲，计算机及办公

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

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47.5%、34.2%，两年平

均分别增长26.3%、18.7%；高技术服务业中，

电子商务服务业、研发设计服务业投资同比

分别增长32.9%、28.4%，两年平均分别增长

32.5%、15.9%，有力的政策保障让企业对未来

发展信心充足，支撑了企业投资的持续扩张。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
和产业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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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同时，在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引领下，一大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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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创 新 成 果 相 继 涌

现。此外，战略性新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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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经济发展“发动机”作

用进一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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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振翼 武玙璠

核心阅读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新经济成为引领城市疫后经济复

苏的重要引擎。2020 年杭州、南京、福

州、厦门、长沙等城市通过大力发展新

经济成功应对逆周期压力。本文通过

总结这些城市的经验，探索城市发展

全面转向新经济的有效方法。

一、新经济成为引领城
市经济复苏的重要增长点

新经济活跃的城市疫后经济复苏更

快。根据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

《中国城市新经济十大指标》、万事达卡

财新 BBD“中国新经济指数”等新经济

评价体系榜单，排名前 20 的城市中，

2020年第二季度超半数城市的GDP增

速由负转正，第三季度除武汉、佛山等个

别城市外全部转正，其中有 6 个城市

GDP 增速超 3%，分别是西安、南京、杭

州、长沙、福州、厦门，6 个城市增速超

2%，3个城市增速超1%。这表明新经济

活力度较高的城市，疫后经济复苏的速

度也更快。

新动能比旧动能恢复速度更快。

疫情加速了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在数

字经济融合渗透下，疫后各行业发展进

一步分化。从行业看，2020年前三季度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9%，比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高出 4.7个百分

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连续三个季度同比增长超 10%。

从企业看，以硬科技为主要属性的科创

板企业净利润增长率于 2020 年二季度

转正且营收持续增长，但轻工制造、交

通运输等传统行业上市公司净利润二

季度末仍为负增长。从就业看，疫情给

就业市场带来严峻挑战，但在线消费催

生大量新岗位，如在线学习服务师、主

播、菜鸟驿站站长等。

二、疫后城市新经济发
展的主要探索

成都、厦门、淄博等城市全面转

型、加速推进。成都是全国第一个系

统探索全面转向新经济发展的城市，

形成机制建设、政策体系、要素配置、

主体培育、场景开放、制度供给等系

统性安排。2020 年 1-11 月成都市场

主体期末数同比增长 26.32％，增量位

列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第一。厦门

以“三高”企业发展为核心聚力推进

新经济发展。作为典型的工业型转

型升级城市，淄博市于 2020 年 10 月召

开新经济发展大会，全市上下解放思

想、革新理念，全面拥抱新经济发展。

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聚焦数

字经济，跑出加速度。作为“全国数

字经济第一城”，杭州数字经济在疫情

冲击下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和引领性，

2020 年上半年增长 10.5%，在逆经济周

期中跑出加速度，前三季度杭州高新

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

重高达 76.6%，引领全国高新区发展。

上海、广州等城市率先在国内出台数

字经济支持政策，抢抓疫后在线经济

发展机遇，全力推进数字要素流通、

数字核心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变革，数

字经济进一步展示出领导力。

场景资源成为城市参与新一轮竞

争的关键要素。在成都的“城市机会

清 单 ”成 为 被 全 国 关 注 的 地 方 经 验

后，从“给优惠”到“给机会”成为各城

市发展新经济的一大突破口。 2020
年成都加大力度实施“十百千”场景

示范工程项目，并率先在全国发布区

块链应用场景供给行动计划；北京在

围绕冬奥会筹备、通州副中心建设中

大力推进场景创新，发布第二批 30 项

应用场景项目；青岛发布“工业赋能”

“未来城市”两大场景清单；上海则连

续向全社会发布三批人工智能应用

场景需求，深化“人工智能+”场景的

项目化落地。

发布新经济重磅报告、打造网红

打卡地，各地大展身手。2020 年先后

有天津、南昌、福州、青岛、淄博等城

市联合长城战略咨询发布独角兽企

业、潜在独角兽企业、哪吒企业等新

物种企业全国重磅报告，打造高能级

导流引流平台，吸引高技术、高成长、

高价值头部企业，同时有数十个城市

和开发区发布了瞪羚独角兽企业培

育榜单。新经济时代，城市营销进入

新 打 法 阶 段 ，各 地 通 过 发 展 网 红 城

市，吸引新物种企业。西安联合抖音

培育城市网红 IP；北京、上海、广州打

造“潮生活”之都；重庆、厦门等城市

打造“网红打卡地”，发展夜经济、都

市娱乐产业；长沙、柳州借助“茶颜悦

色”“螺蛳粉”发展直播、吃播、网红带

货，引发海量话题。

以人才、技术为核心吸引新经济

发展关键要素。从新增常住人口数

来看，杭州、深圳、广州、宁波、佛山、

成都、长沙、重庆、郑州、西安每年吸

引人口达到 20 万以上。从年度发明

专利授权数来看，前十强以科教资源

丰富的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

为主，成都、西安、合肥等城市紧随其

后。2020 年青岛围绕“青春之岛”“创

业的城市”“做城市中的独角兽”为定

位，设立“创新节”，发布“创投十条”

“创业十条”“六大人才政策”，建设

“全球风投创投之都”，在吸引汇聚新

经济发展关键要素等方面逐渐形成一

套打法。

三、疫后城市发展全面
转向新经济的建议

组织召开城市新经济发展大会。

坚持解放思想、革新理念、凝聚共识，

将发展新经济摆在疫后经济复苏重要

的位置，系统谋划新经济发展战略，开

展新经济顶层战略设计，从战略规划、

政策体系、工作体系、载体建设、创新

治理等各个方面系统谋划，形成全市

动员、跨部门协同推进。召开主题明

确的新经济发展大会，展示城市新经

济发展的总体部署，联合智库机构发

布新经济领域全国性重磅报告，打造

城市发展新经济的鲜明符号和崭新形

象。

形成城市新经济发展系列打法。

结合新经济五大特征，探索符合区域

个性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型，核心是做

好六件事情。一是找准新经济发展

赛道，用投资机构关于赛道布局的思

维做产业选择，找到发展的新赛道；

二是加大培育新物种企业力度，把握

新经济企业爆发成长的客观规律，持

续开展哪吒、瞪羚、潜在独角兽、独角

兽等“三高”企业发现、培育、发布工

作，积极引入一批自带流量的新经济

高能级企业；三是开放资源创造新场

景，发布城市场景机会清单，开展场

景挖掘与征集，建立场景对接机制，

提供场景创新专业服务；四是营造新

经济活力生态，从发展新研发、布局

新基建、吸引青年人才、集聚耐心资

本等方面入手，培育高度繁荣、开放

融通的新经济创业创新生态；五是开

展制度创新培育市场，关注新经济企

业疫后发展的制度变革需求，研究制

定相应的新经济行业规则，开展新经

济制度创新，并重视对未来和未来产

业 的 研 究 ，创 新 未 来 研 究 的 组 织 机

制；六是打造新经济发展高地，强化

国家高新区在城市发展新经济中的

核心载体作用。

打造网红城市，推动新经济发展

形成下沉爆发。利用新媒体流量思

维，发挥城市在休闲旅游、人文底蕴、

生态环境等不同方面的比较优势，持

续对城市品牌进行更新和营造，提升

城市消费场景水平。以“网红带货率”

“网红打卡地”“微视频播放量”等核心

指标为导向，重点发展直播带货、短视

频产业，支持新科技公司参与打造系

列网红打卡地，以“颜值”的提升推动

城市在新经济版图中脱颖而出。

（作者单位：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
研究所）

疫后城市发展如何全面转向新经济
▶ 谢盼盼 孙志洁

新经济成为引领城市疫后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一些

城市全面转型、加速推进，拥抱新经济发展；一些城市聚焦

数字经济，跑出加速度；一些城市发布新经济重磅报告，打

造网红打卡地。下一步，这些城市要将发展新经济摆在疫

后经济复苏重要的位置，系统谋划新经济发展战略，开展新

经济顶层战略设计。同时，找准新经济发展赛道，加大培育

新物种企业力度，开放资源创造新场景，营造新经济活力生

态，开展制度创新培育市场，打造新经济发展高地。此外还

要发挥城市比较优势，持续对城市品牌进行更新和营造，提

升城市消费场景水平。

核心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