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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产业划定发展路线图 

 

最近，国家工信部、科技部、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等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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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充分把握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前瞻部署

了生物制造、量子信息、氢能、核能、基因和细胞技术等多个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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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赛道，将全面支撑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一、全面布局新赛道 

未来产业由前沿技术驱动，尚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

期，是具有显著战略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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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培育未来产业已成为引领科技进步、带动产业升级、开辟新

赛道、塑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选择。 

我国具备工业体系完整、产业规模庞大、应用场景丰富等综

合优势，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各省（区、市）积

极培育未来产业，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出台了培育未来

产业的政策文件。但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也面临系统谋划不足、技

术底座不牢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意见》从技术创新、产品突破、企业培育、

场景开拓、产业竞争力等方面提出到 2025 年和 2027 年的发展目

标。到 2025 年要形成“一批+6 百”的目标体系，建设一批未来

产业孵化器和先导区，突破百项前沿关键核心技术，形成百项标

志性产品，打造百家领军企业，开拓百项典型应用场景，制定百

项关键标准，培育百家专业服务机构，初步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

未来产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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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重在产业化落地，提出以传统产业的高端化升级和

前沿技术的产业化落地为主线，力争做到两年“打基础”，五年

“大提升”，成为世界未来产业重要策源地。 

《意见》还详细规划了六大方向超过 50 多个细分领域的未来

产业发展，明确提出了下一代智能终端、信息服务产品、未来高

端装备三类标志性产品发展路线。 

设定未来产业发展目标，既是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自身现

实需求，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外部形势要求。从自身需求看，是

我国引领科技进步、带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选择；

从外部需求看，是我国主动参与全球未来产业分工合作、深度融

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必然选择。 

二、重点瞄准六大方向 

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是前沿技术创新突破。《意见》按照“技

术创新—前瞻识别—成果转化”的思路，提出面向未来制造、未

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重点方

向，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和重大科技攻关，发挥国家实验室、

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载体作用，鼓励龙头企业牵头成立创新联

合体，体系化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与优势产业、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相比，未来产业有

3 个明显特征。未来产业技术创新不是渐进式微创新，而是前瞻

性、颠覆性重大创新，例如未来信息产业中的通用人工智能和量

子信息、未来健康产业中的基因工程、未来材料产业中的超导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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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等技术创新；未来产业生产要素配置不是传统要素线性叠加，

而是现代要素相互融合和配置效率指数级提升，例如量子计算机

能让计算能力实现成千上万倍增加；未来产业边界不是界限清晰，

而是呈现出不同产业跨界融合和智能化、绿色化等发展特征，如

智能制造、生物材料、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等。 

对于这六大方向业内已有布局。早在 2016 年，字节跳动公司

就成立了人工智能实验室，聚焦研究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

数据挖掘等方面。2023 年以来，字节跳动公司加码人工智能应用

研究，旗下产品不断加入 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功能。比如，

结合火山引擎智能创作云的 AIGC 能力，火山引擎视频云在商品

营销、互动娱乐、在线教育、智能驾驶等场景引入数字人、虚拟

直播间等，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提升用户体验。 

技术创新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发展未来产业是

高质量发展的前瞻性战略布局。今天对未来产业 20%的投入和布

局，将为以后带来 80%的收益，从而建立起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长效创新机制。 

三、打造标志性创新产品 

《意见》提出，打造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超大规模新型

智算中心、第三代互联网等十大创新标志性产品。 

当颠覆式技术创新呈现出技术性能成倍提升、产品化成本大

幅降低、应用场景广泛等特征后，创新产品就形成规模经济效应，

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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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满足这 3 个特征的标志性产品主要有两类。一是通用

人工智能产品。由于以 ChatGPT 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取得

重大进展，围绕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形成的智能产品，如生成

式人工智能产品、AI 手机和个人计算机、人形机器人、高级别智

能网联汽车、智能装备、智能云服务、超大规模新型智算中心等

智能产品和服务就具有较好前景。二是生物科技产品。由于细胞

和基因工程等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生物科技创新产品工程化能

力加速提升，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如基因编辑、合成生物等。

其他一些前瞻性技术尽管在实验室获得了成功，但离大规模产品

化和商业化还有很大差距，例如量子信息技术创新。 

国际数据公司 IDC 预测，人工智能电脑在中国个人计算机市

场中新机的装配比例将快速攀升，2027 年有望达 85%，成为市场

主流。人工智能电脑是自然语言交互的个人 AI 助理。在过去 40

年发展历程中，联想不断推出变革用户体验的产品，未来还将和

生态伙伴携手实现人工智能电脑快速普及，让 AI 惠及每一个人。 

目前我国算力总规模排名全球第二位。但从结构看，通用算

力占了大半，高性能算力占比有待提升。高质量算力采用先进的

计算架构，具备高算效、高能效、可持续、可获得、可评估五大

特征。其中，高算效是实测性能与资源利用率双重提升，是算力

供需失衡、算力利用率低等矛盾的破解之道。而高能效是在最低

碳排放前提下实现最大化算力输出，确保能源利用最优解。 

脑机接口作为十大标志性产品之一，近年来在电极、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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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2023 年 9 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牵头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创新合作平台成

立脑机接口研究工作组。脑机接口可应用于医疗、娱乐、智能生

活、教育等领域。其中，医疗领域是主要阵地。脑机接口与医疗

结合展现出广阔应用前景，为相关疾病诊疗和康复提供了全新手

段。此外，脑机接口还可与虚拟现实、人机交互、人工智能等技

术结合推动现有产业变革，如脑机接口应用于工业领域，可帮助

人们通过意念操控机器人、无人车、工业产线等设备。 

未来产业潜在价值巨大，需要资本持续投入。要推动制造业

转型升级基金、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加大投入，也可适时组

建国家未来产业发展基金，并引导地方设立未来产业专项资金，

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引导性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共同投资未来产

业。同时，完善金融财税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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