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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

期，复苏进程依然缓慢，但新兴产业保

持快速增长，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

的重要引擎。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

的收官之年，也是国家战略新兴产业

密集发布期。随着我国首个促进新业

态新发展的国务院文件出台和 400 亿

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设立，

新兴业态带来了技术创新、产业融合、

产业链整合、区域分工及企业组织方

式 的 变 革 ，我 国 经 济 步 入 了“ 新 常

态”。而战略新兴产业也迎来了大发

展的黄金时代。

国家层面，政策利好频现。国务

院公布《中国制造 2025》规划，指明了

未来十年大部分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

重点和方向；地方层面，不断加大对战

略新兴产业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如

浙江 R&D 经费支出已占 2015 年 GDP

比重2.33%，达251亿元。安徽设立200

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基金，重庆宣布成

立战略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总规

模达800亿元。

从各地情况看，战略性新兴产业

对经济增长带动作用明显加强。如江

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工业比重

接近30%；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5.5%；深圳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

超过30%。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高

新技术产业与战略新兴产业，已成为

支撑当地工业生产增长的重要力量。

区域集聚效应进一步凸显

随着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产业集

聚效应增强，对产业的促进和经济的

提升作用将更加明显。以浙江省为

例，通过不断强化主导产业，开始对现

有园区进行梳理、定位，形成差异化发

展。

湖州南太湖产业集聚区已经形成

以节能环保装备先进制造业为主，现

代物流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产业为特

色的“1+2”产业体系。杭州城西科创

产业集聚区则确立了以阿里集团为代

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以杭叉、杭氧

集团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两大主导

产业，在空分设备和石化设备开发、设

计、制造等领域，取得国内外优势地

位。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以新能源、

新材料两大新兴产业为主，结合空气

动力机械、农业机械、电气机械等先进

装备业制造，在光伏产业、氟硅新材料

等产业，确立了优势。丽水生态产业

集聚区以“1+2+X”的发展模式，重点

发展节能环保主导产业，培育生物医

药和生态合成革两大特色产业。2015

年，节能环保制造产业年产值 100 亿

元，生态合成革行业产值达170亿元。

浙江省统计局数据显示，规上工

业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物联网、新能

源、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科技产

业分别增长15.1%、17.1%、10.9%、8.1%、

6.6%，增加值均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

形成较强的区域竞争力

产业集聚加强了产业间的联系和

企业主体间的互动，不断重塑区域的

竞争能力。战略新兴产业向产业园区

集中，形成一批具有特色的战略新兴

产业集聚区。

与浙江省一样，安徽省也通过六

大装备制造业（和蚌工程机械制造、两

淮煤机制造、沿江船舶制造、芜湖节能

装备制造、马鞍山冶金装备制造、蚌埠

环保设备制造）基地建设，取得了区域

竞争优势。2015 年，六大基地的装备

制造业产值占全省装备制造业比重达

45%。

在广东省，广州新黄埔区大力推

动机器人产业集群发展，不仅有广州

启帆机械设备等制造企业，也有广州

机械院等掌握系统研发、应用集成技

术的机构，并利用这些资源服务于本

地企业的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改造，

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正是围绕着机

器人产业集中布局，不断整合相关资

源，使得新黄浦区在全国的机器人产

业中形成了较强的竞争能力。

尽管如此，政府补助对企业的创

新能力和业绩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

政策供给与企业需求不均衡等问题依

然存在。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高，导

致对国外先进技术依赖度较高，特别

是关键核心技术，更是高度依赖进口。

“中国电脑产量世界第一，但芯片

主要依靠进口，芯片进口额已超过原

油。”这是去年全国两会上，中国工程

院院士樊会涛说的一段话，意味深长。

另外，受全球局部动荡、外币汇率

波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等外部因素，

对外向型为主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也

较为不利。

融资难融资贵
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受经济持续下行的不利影响，企

业的信用违约风险提升，银行对中小

企业惜贷情绪日益明显，加上绝大部

分战略新兴产业都具有轻固定资产、

难以从银行获得抵押贷款的特点，导

致新兴产业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融资问题突出。并且，大部分金融机

构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没有成立专

门的服务机构，评级授信体系与当前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特点不兼容，对

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没有清晰的界

定。如浙江衢州的名芯科技、永隆机

械、格鲁斯等企业，就是因为资金链问

题而停产，其中格鲁斯公司还是 2014

年新投产的规模以上企业。

尽管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业态

经过几年的探索发展，在融资方面对

新兴产业发展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促进

作用，但相对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庞

大资金量，仍然是杯水车薪。另外，股

市大规模下跌，一度使得 IPO 暂停，企

业上市融资通道关闭，大大影响了企

业股权融资渠道，资本市场对实体经

济的支持力度减弱。

核心竞争力弱
产业发展动力不足

我国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依赖国

外，成为制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

重要因素。以江西上饶市光伏产业为

例，自 2008 年起，每年都有企业因缺乏

核心技术，失去市场竞争力而消亡。

截至 2015 年，全市 37 家光伏企业只有

18 家企业存活，存活率不到一半，且大

部分处于勉强维持状态。而拥有关键

核心技术的晶科能源和上饶光电科技

两家公司，却在竞争中不断壮大，2015

年，2 家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占上饶市

光伏产业总量的 89.1%，确立了主导地

位。

上饶光伏产业现状，同样出现在

我国机器人制造领域。因为工业机器

人核心零部件缺乏领先的自主创新技

术及产品，市场主要被国外行业巨头

所垄断。瑞士 ABB、日本发那科公司、

日本安川电机、德国库卡机器人占据

了我国70%以上的市场份额，几乎垄断

了机器人制造、焊接等高端领域。

另外，高素质人才缺乏、产业政策

统筹协调、体制机制束缚、企业研发创

新动力不足等现象，也是影响新兴产

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传统产业的竞争在弱化，新兴产

业的新动力正在发生和发展。但从我

国工业经济的总量构成来看，战略性

新兴产业占比仍只有 12%。科技成果

转 化 率 也 相 对 较 低 ，与 发 达 国 家 的

60%—70%相比，不到一半。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在

2015 中国新兴产业发展论坛上提出，

技术创新要组成产业联盟，以骨干企

业为龙头，开展行业共性技术攻关，避

免企业各自为战，甚至低水平重复。

大力倡导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机

制，组织科学家、专家、金融家沟通协

调，实行大众创新、重包机制的新业

态。进一步改进完善体制机制，加大

创新研发投入，创新财税金融支持方

式，提供宽松环境。实施“互联网+”行

动，推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与

现代制造业结合，有望为新兴产业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

集聚着空心着
先进经济省市战略新兴产业产值或增加值占工业比重突出

本报记者 金开尔

（上接第一版）

那种用文件把创新规定在小范围内的做法，最初

也有着美好的意愿。谁都希望集中更多的智慧和能

量，用更短时间在特定领域里取得爆发性的效果。但

在现实中，却往往因为干预了灵感的正常形成机制，

导致了智力资源的浪费。产业政策涉及的范围越广，

对智力的“圈养”效应就越严重，相应地对创新和经济

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因此，除个别国家战略性研究

课题外，对于市场化的创新，政府应当尽量减少包括

资金支持在内的干预。要以环境的活性，释放和滋养

智慧的灵性。

在体制内创新能力不足的时候，就得用体制外的

活力去对冲体制内的僵化。从这个角度看，“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果然是棋高一着。那些压根就没有什么

上级的年轻人，最不缺的就是激情的冲劲。管你什么

权威，他们就是要用不信邪的劲头，闯出一条自己的

路子。

失败怕什么，万一成功了呢？

发明和创造的能力越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命

力就越旺盛。管什么、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是必须

厘清的大问题。否则，不如不管。古往今来，曾经有

过许多科学发现和科技发明的悲剧。创造一个开放

的环境让喜剧登场，是现代中国的大国责任。

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反思：
别让政策吞噬了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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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

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

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

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

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

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正式建立战略

性新兴产业，到2002年重组。根据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立足我国国情

和科技、产业基础，现阶段重点培育和

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

能源汽车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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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

15%左右，吸纳、带动就业能力显著提

高。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为国民经济

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

汽车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

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掌握一批关键核

心技术，在局部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

业和一批创新活力旺盛的中小企业；

建成一批产业链完善、创新能力强、特

色鲜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再

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为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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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