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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 2025 年经

济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并提出重点工

作要求。会议明确 2025 年经济工

作的九项重点任务之一，是以科技

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具体要求包括 ：加

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开展新技

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

动 ；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培

育未来产业 ；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建设；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

壮大耐心资本，更大力度吸引社会

资本参与创业投资，梯度培育创新

型企业；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 ；积极运

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

这些任务和要求体现了科技创

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和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实现形式。发展新质生产力，符合

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有助于实

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更好发挥我

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增强经济增

长和社会发展的持续性。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聚焦经济建设这一

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

务作出的重大创新与部署，是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

点，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战略先机的迫切需要。

以科技创新培育新兴产业。新

兴产业，如数字经济、生物科技、

新材料和新能源，是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的重要领域，属于新领域新赛

道。新兴产业的崛起往往源于科技

创新的前沿，它们依赖于科技创新

的突破，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新的增长点。这些新兴产业不仅创

造了新的产品和服务，还引发了新

的消费需求，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深

度调整。例如，互联网技术创新驱

动数字经济发展，在我国，“数字中

国”的战略部署推动了大数据、云

计算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构建

了数字基础设施，促进了经济社会

的数字化转型。

科技创新的驱动，不仅体现在

催生新兴产业，还体现在对新兴产

业链的构建和完善。新兴产业的产

业链构建包括技术研发、产品制造、

市场推广和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

例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从电池

技术研发、整车制造、充电桩建设

到售后服务网络的搭建，都需要科

技创新的全面渗透和产业链的紧密

协作。这种全方位的产业链构建，

确保了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促进

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也有利

于科技创新成果的快速转化，为经

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

当前，重大颠覆性技术带动了

以绿色、智能、融合、泛在为特征

的群体性技术变革，世界经济正步

入新兴产业不断孕育发展的关键时

期。我国聚焦发展的八大新兴产业，

包括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

源产业、新材料产业、高端装备产

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绿色环保产

业、民用航空产业、船舶与海洋工

程装备产业，都属于关键领域，这

些领域不仅代表着技术层面的突

破，更体现了制度、管理和文化等

多方面的创新。

以科技创新布局培育未来产

业。未来产业，如量子科技、人工

智能、生物科技的融合应用以及空

天科技、深地深海等，是科技成果

转化的新前沿，有望引领新一轮的

产业革命。在当前全球科技快速发

展和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人工智

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先进制

造、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

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

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重点方

向，事关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例

如 ：量子科技的突破与应用、人工

智能的深化与融合、生物科技与数

字化的结合、太空经济的拓展等等。

以科技创新布局培育未来产业

的关键在于前瞻性的研究与开发，

以及政策环境的支持。政府需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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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长远的科技发展战略，引导资金

投入前沿领域，同时培育创新生态

系统，鼓励跨界合作。企业则需把

握科技发展趋势，加大研发投入，

构建适应未来市场的商业模式。此

外，教育和人才培养也是不可或缺

的一环，需要培养具备跨学科知识

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以应对未来产

业的挑战。总之，未来产业孵化培

育需要可持续的投入，要建立投入

增长机制。

科技创新不仅要瞄准新技术的

开发，更要关注新技术在各个领域

的应用。通过对应用场景的创新，

如智慧医疗、智能交通、虚拟现实

等，推动未来产业与社会各领域的

深度融合，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近年来，我国聚焦布局的九大未来

产业，包括 ：元宇宙、脑机接口、

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

工智能、生物制造、未来显示、未

来网络、新型储能，都具有高度的

创新性和前瞻性，是未来经济发展

的重要引擎。

以科技创新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传统产业，如制造业、农业和

能源业，往往发展历史悠久，但在

面对数字化、自动化和绿色转型的

挑战时，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在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方面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科技创新通过提高生

产效率、优化生产流程、降低运营

成本和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推动传

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升其在全球

价值链中的地位。在我国，科技创

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现实体现，

例如，智能制造在汽车业的应用、

精准农业的实践、绿色能源的转型、

数字化零售业的崛起等。这些实例

表明，科技创新通过技术的引入、

应用和产业化，可以对传统产业进

行深度改造，提升其附加值，降低

环境成本，并催生新的商业模式。

传统产业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不

断向高附加值、高效率、环保和可

持续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产

业转型升级。

科技创新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

合，有助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增强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性，确保

产业体系的自主可控，从而为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科技创

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过程，需要

政策支持、企业创新和市场需求的

共同作用，实现科技创新成果的深

度应用和产业化转化。传统产业的

改造侧重于如何通过制度建设更好

支持转型升级，标准引领很关键。

科技创新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与升

级，不仅提升了传统产业的竞争力，

也为传统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在

这个过程中，政策支持、企业战略

调整以及人才与技术的结合至关重

要。通过科技创新，传统产业得以

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实现产业的升

级与转型，从而在新质生产力的框

架下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

总而言之，在全球科技日新月

异、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

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驱动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动力。当务之急

是，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

过程中孕育的新机遇，勇于开辟新

领域、制胜新赛道，在推进产业基础

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同时，打

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

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

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建设具

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夯实物质技术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