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势2017年08月15日星期二
编辑：贾晶晶校对：王培娟 美编：王祯磊

邮箱：qiyebaoxinwenbu@163.com
02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正
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亮
点。有分析称，预计到今年年
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将达到 10%左右。
专家表示，下半年国内战略性新
兴产业投资会呈现出逐步增长
的趋势，投资热度还将会进一步
提升。

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势头良好
经历了2016年的快速发展，

2017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继续保持
稳中有进的增长势头。国家发改
委相关人士表示，预计到今年底，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
产总值（GDP）的比重将达10%左
右。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

专家、北京交通大学产业经济学
教授冯华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过去一二十年特别是金融危
机以来，全球都将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作为抢占新一轮制高点的
国家战略来对待。中国也是如
此，从2009年开始，中央连续召开
三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座谈
会，强调要以国际视野和战略思
维来选择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此后经历了“十二五”，迎来
了“十三五”，期间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规划也有所调整，但从总
体来讲，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体
现了一个较好发展势头。特别是
在国内还形成了一些高新区为核
心载体，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
导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聚集
区。

对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地方政府热情高涨。据记者了
解，宁夏、广西、山西、广东等地近
期也相继出台新一轮推进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和相应的投
资计划。

据介绍，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
委下达了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专项投资计划，总计补助资金
2000万元，带动项目总投资36.5
亿元。

山西省也加大了对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扶持力度和投资规模，鼓
励地方市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

不过，冯华表示，新一轮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指望
地方政府。原因之一是目前很多
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其投资一般效
率很低，风险也很大。不过地方政
府可以建立引导性的基金，可以给
予市场支持和配合。而且，政府应
该引导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
较好发展的产业环境，这方面包括
营造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等。

人工智能、新能源
成投资热点
今年以来，我国对于战略性

新兴产业在支持政策和投资力
度上都大大提升。不久前，国务
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明确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的战略目标。据悉，未来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将进一步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推进人工智能
等九大领域发展。

企业对人工智能的布局更是
异常迅猛。目前我国人工智能
企业达到了709家，仅次于美国，
是排名第三的英国的两倍，发展
十分迅速。华为、阿里、百度、腾
讯、科大讯飞等知名企业也纷纷
布局人工智能。

谈及在人工智能产业方面的
投资和布局，星瀚资本创始合伙
人杨歌对记者表示，在中国，人工

智能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大的。公
司很关注量化金融、物流仓储大
数据、有数据积累和标准的传统
产业升级以及机器人运动行为学
习等方向。数据积累成熟，模型
化场景清晰明确的这些行业，其
发展前景还是很不错的。

冯华认为，国内战略性新兴
产业领域投资热度还将会进一
步提升。其中，人工智能是新一
轮科技革命以来应用最好和前
景最好的一个领域。所以，包括
百度、腾讯、阿里等企业都在这
一领域深耕和摸索，因为在人工
智能时代，软硬件的结合、相关
数据都会成为非常重要的资源。

此外，新能源也是我国战略
性新兴产业之一，地方政府、企
业及科研院所也争相加大了布
局力度。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
各大车企都纷纷加大新能源汽
车的投产步伐。

（下转第三版）

国家发改委与国家开发银行
（以下简称“国开行”）日前签署了
《关于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的战略合作协议》。按照协议，国
开行“十三五”时期将安排不低于
1.5万亿元融资总量支持战略性新
兴产业。

专家表示，预计国开行将按照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布局，
来进行金融支持，具有引导意义。

融资使用
将契合政策引导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

专家、北京交通大学产业经济学
教授冯华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说，国开行本身就具有产
业引导的功能。自成立以来，国
开行就提出了开发性金融的概
念，通过金融手段来引领经济社
会发展。

冯华表示，国开行根据国家
战略的转移和转变以及现在及未
来经济发展新要求，将很大的精

力投入到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
表明它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方
面有一些大的布局。这一布局肯
定也会加快和促进当前国内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莫开伟分析认为，上述1.5万亿元
融资应主要使用到如下几个重点
领域：一是促进“互联网+”新业态
创新；二是鼓励运用信息网络技
术推动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
革，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加快形成新的生产和流通交换模
式；三是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分
享经济发展，建立适应分享经济
发展的监管方式，促进交通、旅
游、养老、人力资源、日用品消费
等领域共享平台企业规范发展，
营造分享经济文化氛围。

国开行的资金支持，让相关
企业倍感振奋。三角兽(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
兼COO马宇驰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表示，国开行的这一举措对于
需要资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的企业来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

事。说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进一
步得到国家层面的金融支持，很
多企业也将会受益，实现进一步
的发展。

莫开伟认为，估计中央政府下
一步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更
加宽松的融资环境，对一些有潜
力、有效益、风险小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国家会适当降低门槛，让其
到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或者降低债
券发行门槛，让其具有向社会发行
融资债券的资格，从根本上解决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问题。

1.5万亿元
仍难满足资金需求
上述举措能否解决战略性新

兴产业投资布局的资金难题？莫
开伟坦言，虽然国开行计划拿出
1.5万亿元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但这些资金仍然难以满足庞大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需求，无
法从根本上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融资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最
好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还是提高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直接融资能力，
让其形成自我“融资”机能，才能真
正完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布
局。

冯华也表示，要解决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资金不足难题，最重
要的要靠金融体系的改革和金融
工具的创新，这也是与战略性新
兴产业成长及企业成长所匹配
的，例如天使投资、VC、PE等，从
而为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提
供多轮投融资帮助。要发展这些
风险投资，就要大力发
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完
善风险投资多渠道退
出机制，政府要建立健
全有关风险投资的制
度，这也是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所配套和需
要的东西。

而对于支持新技术创业方面，
专家认为，包括国开行在内的所有
银行，做的都是不够的。现在有的
商业银行搞投贷联动是一种支持
方式，但这需要银行进行体系变革
成为混业经营主体，分业经营的情
况下是不可能实现投贷联动的，这
就需要完善混业监管，以实现金融
改革的突破。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增长明显
人工智能、新能源成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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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开行1.5万亿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