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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引擎，
战略性新兴产业迎来新一轮支持。“十四
五”规划明确指出，将聚焦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领域，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培育壮大产
业发展新动能。

在此方面，从去年各地情况看，北至沈
阳南到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速都在
不断加快。

统计显示，沈阳已经覆盖战略新兴产
业中的38个子类。其中，机器人及智能制
造、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IC装备、生物医
药（医疗器械）、航空、新材料、新能源汽车7
个产业已形成集群化发展态势，正在积极
争取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工程。

深圳战略新兴产业更是快速增至
10272.7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37.1%，成为深圳经济2020年保持正增长
的主要引擎。

对于包括数字经济、战略新兴产业在
内的20项主要指标，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
峰比喻成“奋力一跳就可以摘到的桃子”，
拆解后的指标更具可执行性，也为我们规

划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新未来。
2021年是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的关键之年。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喆近
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要进
一步加强宏观指导、统筹好产业布局，聚焦
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
等领域，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投资。

地方也积极谋划投资重点项目。例
如，天津提出将加快推动一批重大项目，包
括生物医药、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重点领
域，力争到今年底，全市工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29%。
江苏2021年度重大项目清单出炉，其中包
括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73个。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范若滢表示，
当前我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
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我国实
现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支撑。未来战略性
新兴产业将获得更大的支持力度，包括芯
片、集成电路等面临“卡脖子”问题的关键
领域，以及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
造业等代表产业链升级大方向的重点领域
有望成为投资热点。

政策扶持 企业发力
战略新兴产业讲述“春天的故事”

3月11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决议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正式表决通过。相比以往的五年规划，“十四五”规划中，GDP不再设有具

体的量化增长目标，而是明确了5大类20项主要指标，其中提出要培育战略性新

兴产业作为GDP新增长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

按照国家发改委产业目录，战略性新兴产业分为九大门类40个子类。作为

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战略性新兴产业正迎来新一轮支持。

多地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增长的态势。从辽北大地

到华南地区，战略新兴产业的春天已渐行渐近。

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周期长、技
术性强、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作为支撑的
特征，多部门政策也将集中发力加大资金
支持。例如，财政部提出，加快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充分利用好相关政府投资基金
作用，聚焦集成电路、新材料、新一代信息
技术等领域，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推动
产业化规模化发展。银保监会也多次发
声，表示下一步将会更好的服务经济结构
调整和转型升级，大幅增加制造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中长期的资金支持。科技部发
文表示，重点支持符合国家战略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企业在创业板上市。

政策引导下，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行
动，加大资源倾斜。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
赵欢表示，国开行2020年发放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贷款3304亿元。下一步，将继续加
大信贷资源倾斜，今年计划安排战略新兴
产业和先进制造业贷款投放4000亿元以
上。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与广东省工信厅签
署协议，未来五年为广东省战略性产业集
群企业提供 2000 亿元人民币新增融资
支持。

直接融资方面，科创板也为相关企业
提供更加便利化的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数
据显示，截至3月11日，2020年以来上市的
167家科创板企业中，生物医药及相关产业
有35家，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新兴软件和
新型信息技术服务、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
分别有24家、17家和11家。

地方支持也在持续加力。深圳市工信
局日前公示2021年数字经济产业扶持计
划拟资助项目名单，共有159个项目上榜，
涉及资金共计约2.65亿元。东莞市发布
《东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规划建设实
施方案》，其中提出投入200亿元构建战略
性新兴产业基金，布局7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基地。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规划研
究所产业规划研究室副主任杨幸指出，“十
四五”时期是我国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构建国内国外双循环新格局的关键时
期，将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来重
大机遇。

与此同时，央地正加紧谋划年度重点
投资项目，财政、信贷、社会资本等多路新
增资金将进一步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结，
为产业发展筑牢资金保障网。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战略性新兴产
业融资仍不尽顺畅。

对此，杨幸建议，一方面应发挥国家制
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基金等政府性基金的引领性带动性作
用，通过信息共享、风险共担、专业化管理，
提振社会资本对长期投资的信心。另一方
面，可以更好利用资本市场，鼓励重点培育
一批IPO预备役企业，鼓励创新型企业和
高技术企业在科创板、创业板注册上市，强
化产融合作平台对接服务作用，鼓励金融
机构探索产业链金融服务。

厦门国际银行投行分析员任涛指出，
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轻资产特征较为突
出，且技术升级较快，对技术研发和投入力
度要求较高，因此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存
在投融资渠道较为单一、民间资本介入不
深，投融资结构不够合理等问题。

任涛建议，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拓
展投贷联动业务试点范围，鼓励商业银行
与创投机构、政府产投基金等现有渠道加
强合作，以更好发挥商业银行的全周期、综
合化金融服务能力。同时不断优化服务战
略新兴产业的长效机制，通过科创板与投
贷联动的直接和间接融资协同机制，搭建
面向战略新兴产业精准输送金融血液的体
制机制。

(本报记者郭志明综合整理)

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机会得到了国有
资本的高度重视。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郝鹏对此表示，“十
四五”期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
入力度，加快攻克一批“卡脖子”的关键核
心技术，发挥好中央企业的引领作用。同
时在布局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推动中央
企业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
域地位更加巩固，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
业上加大布局力度。

早在半年前，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
信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扩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培育壮大新增长
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聚焦重点方
向、关键环节和未来趋势，加快适应、引领、
创造新需求，培育新的投资增长点，推动重
点产业领域加快形成规模效应，着力培育
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

针对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指导
意见》提出了聚焦重点产业投资领域、打造
产业集聚发展新高地、增强资金保障能力
等三方面重点任务。

其中，在重点产业投资方面，《指导意
见》明确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提质增
效，加快生物产业创新发展步伐，加快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补短板，加快新材料产业强
弱项，加快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加快智
能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基础支撑能力建设，
加快节能环保产业试点示范，加快数字创
意产业融合发展等。

在打造产业集聚发展新高地方面，《指
导意见》提出，深入推进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发展工程。构建产业集群梯次发展
体系，培育和打造10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100个具备国际竞争
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引导和储备
1000个各具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
形成分工明确、相互衔接的发展格局。适
时启动新一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建设。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指出，近年来，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质量不断提升。2016
年至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增加值
年均增速为10.5%，快于同期规模以上工
业4.4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
入年均增速为15.2%，快于同期服务业营
业收入3.9个百分点。2019年，我国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1.5%，
比2014年提高3.9个百分点，已成为推动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动力源。

“奋力一跳就可摘到的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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