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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五大举措厚植新质生产力 

 

深圳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作为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统筹推进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 20 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和 8 大未来产业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塑

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去年前三季度，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 10393.39 亿元、增长 8.3%，占 GDP 比重提升至 42.5%。 

举措一：瞄准世界科技和产业前沿，构建高质量现代化产业

体系 

2022 年以来，深圳先后发布《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及 20 个集群和未来产业行动计

划、17 个若干措施等政策，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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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经济 7 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细化为 20 个产业集群，并前瞻布局了合成生物、区块链、

细胞与基因、空天技术、脑科学与类脑智能、深地深海、可见光通

信与光计算、量子信息等 8 个未来产业，形成‚20+8‛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产业现代化的主要形态。深圳按照现代产业规律

和组织机理，瞄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聚焦产业链供应链

重点方向和关键领域，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积极培育

未来产业，构建高质量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张产业集群龙头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表、一份拟招商

引资国内外重点企业清单、一份产业集群重点项目清单……这是

覆盖全要素的产业集群‚作战图‛，深圳发挥重点产业‚链长制‛

牵引作用，‚专员负责、挂图作战‛推进产业集群建设。建立完

善‚一集群、一基金、一展会、一论坛、一协会、一联盟、一团

队‛产业生态，为集群建设最大限度凝聚资金、智力等资源支持。 

目前深圳已设立合成生物、智能传感器、新能源汽车等 9 只

专项基金，目标规模达到 250 亿元。2023 年将举办‚20+8‛相关

展会 168 场，首次实现‚20+8‛产业集群全覆盖。 

举措二：牵好创新“牛鼻子”，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产业链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

键。创新是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密码，凭借创新，深圳经济

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动力强劲。深圳成长为今天世界知名的

创新之都，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着力推进以科技

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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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磁共振仪器被誉为‚尖端医疗设备皇冠上的明珠‛，我国

自主研发的核磁共振仪器已于前不久在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研制成功并实现量产。去年 9 月，深圳大学谢和平院士团

队自主研制的全球首套深海沉积物（可燃冰）保压保温取样/存储

装备完成海试任务，实现重大科学突破。10 月，南方科技大学校

长、中科院院士薛其坤荣获本年度巴克利奖，成为首位获得国际

凝聚态物理领域最高奖的中国籍物理学家。 

深圳市政府与北京大学签约共同打造北京大学深港（河套）

科学创新中心，举全市之力高标准建设的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正

加速崛起，加快链接全球科创资源。光明科学城 24 个重大科技创

新载体建设稳步推进，为企业联动科研院校、共建创新联合体、

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提供平台。 

一个个更具新质生产力的新技术、系统、产品、项目，在深

圳诞生、落地。深圳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瞄准高端高质高新向上突破向外突围，打造更加安全更有韧性的

产业链。去年深圳部署实施 100 个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科

技项目，EDA 等软件攻关取得阶段性突破，国产 ECMO、核磁共

振设备实现国产替代并量产。 

举措三：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立科技创新的雁阵体系 

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最活跃的创新力量，

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主体。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过程

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成为深圳最鲜明的特色和优势之一。

2022 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 1880.49 亿元，研发投入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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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企业研发投入达到 1785.18 亿元，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

例 94.9%，全国城市第一。 

深圳实施培育壮大市场主体‚30 条‛，培育壮大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打造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大力培育‚独

角兽‛企业，形成一批专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隐形冠军‛

企业、创新领军企业、未来新兴企业。通过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深圳推动建立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齐头并进的雁阵体系。 

据统计，目前深圳有世界 500 强企业 11 家，上市企业 500 多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2.3 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 742 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67 家。深圳创新成效显

著，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 1.6 万件，全球排名第二。研发人员全

时当量 34 万人年，全国城市排名第一。 

举措四：工业上楼向天空借地，强化先进产业和未来产业空

间保障 

全国首个百米装配式‚摩天工厂‛——坪山新能源汽车产业

园，是深圳首个按照‚工业上楼‛标准规划建设的先进储能产业

园。在这里，层高最大可达 10 米，大型车辆可以直接开上 3 楼装

卸，小型汽车可以‚坐电梯‛到 17 楼，已吸引比亚迪、新宙邦等

为代表的一批新能源企业签约入驻。 

大手笔布局空间保障，打造‚20 大先进制造业园区+工业上

楼产业空间‛的多层次产业空间体系。作为中国‚工业第一市‛，

深圳对产业空间需求旺盛，让工业上楼，向天空借地，成为了切

实可行的突破口。2022 年 11 月，深圳正式推出‚工业上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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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连续 5 年每年推出不少于 2000 万平方米厂房空间，向企业提

供高品质、低成本、定制化产业空间。 

去年 3 月，深圳首个‚工业上楼‛新项目——宝安燕罗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园开工，建成后将提供优质产业空间 36 万平方米；

宝安区新桥东先进制造产业园是深圳最大‚工业上楼‛试点园区，

如今园区与 31 家行业龙头企业签约，涉及智能终端、精密仪器设

备等多个‚20+8‛产业类型，总投资额超过 370 亿元。 

深入推进 20 大先进制造业园区建设，加快定制化、高品质、

低成本‚工业上楼‛厂房项目建设，到 2025 年工业厂房面积在现

有基础上新增约 1/4，打造强大的要素保障能力。 

从本质上说，‚工业上楼‚是对未来新经济、新业态、新模

式发展要求的一种主动求变的应对过程，这也是深圳适应新经济

发展的一种新探索，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路径。通过整合人才资源、

科技资源、资本资源，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形成完善的产

业生态创新生态，‚工业上楼‛园区形成产业吸引力，将更好促

进产业发展。 

举措五：站上“风口”起舞，塑造未来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

也是生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 

杭州亚运会，深圳制造闪耀。杭州奥体中心、萧山体育中心

体育馆等多个大赛场地，洲明科技全新的 LED 显示技术产品，展

现‚深圳智造‛光彩；杭州全民健身中心亚运会手球训练馆等赛

事场馆，深圳艾比森新型显示技术，吸引业界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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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开辟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正为深圳塑造发展新动能新

优势。作为最早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城市之一，深圳的新能源汽车

保有量已达 86 万辆，新车电动化渗透率超 60%，居世界前列。尤

其是在比亚迪等链主企业的带动下，一个新能源汽车的完整产业

链正在深圳逐渐成形。 

过去 5 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率达 53%，平均年增长

率超过 10%；去年前三季度，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10393.39

亿元、增长 8.3%，占 GDP 比重提升至 42.5%。其中，智能网联

汽车、软件与信息服务、新能源、智能传感器、智能机器人等产

业集群快速增长。 

深圳加速布局多个万亿级和千亿级新支柱产业集群。集成电

路正在开展全链条技术攻关和全品类制造；紧跟汽车绿色化、数

字化、无人化、平台化发展趋势，规划布局‚新一代世界一流汽

车城‛；全力打造世界一流新型储能产业中心。‚深圳将持续做

大做强‘20+8’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强化企业科技

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支持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全面深入参与

科技创新决策，到 2025 年，推动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超

1.5 万亿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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