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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全球性问题加剧，新冠疫情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各主要创新国家和地区纷

纷发力聚焦未来科技和产业，力求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通过归纳整理全球关于未来产业的定义，并

基于 iCV TAnK 发布的《2022 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指数》报告，提出了当前全球未来产业发展现状和

趋势，从国家和城市/ 集群两个维度，总结了中国在相关领域的表现，对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提出政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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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未来产业发展进展及对中国的启示与建议
——基于《2022 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指数》

李一骢，庞鹏沙，黄燕飞

（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北京  100045）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面临诸多

长期挑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倾向明显，经济复苏

乏力。2019 年暴发的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全球

经济贸易市场扰动，使得多国经济陷入泥淖。多国

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实施货币紧缩政策来解决被严重

低估的通货膨胀，滞涨阴影再度浮现。在此背景下，

世界对科技创新的诉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科

技创新不仅是当下应对宏观经济困局的有力之策，

也是抢抓未来发展机遇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在事关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的基础核心领

域，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先进制造、

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和深地深

海等前沿领域，前瞻部署一批战略性、储备性技术

研发项目，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将类脑智能、量

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

能与储能等前沿领域作为发展方向，谋划未来产业

发展布局 [2]。2021 年以来，中国的上海 [3]、深圳 [4]、

山西 [5]、浙江 [6] 等地印发了培育未来产业的相关行

动方案或指导意见。从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看，大

多数省份在部署 2023 年重点工作及未来 5 年工作

时，都明确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开辟发展新

领域新赛道 ,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位于加拿大的全球著名科技咨询独立智库 iCV 

TAnK 日前发布了《2022 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指数》

（2022 Global Future Industry Index，GFII 2022）报告 [7]，

深入研究未来产业最新进展，展望未来产业发展趋

势，并综合 iCV TAnK 全球数据资源，评价得出全

球未来产业发展指数国家综合排名和未来产业（城

市 / 集群）20 强。多年来，iCV TAnK 通过深入分析

市场数据并进行交互整合，以全球视野分析科技行

业最新发展趋势，迄今已在智能座舱、量子计算和

智能驾驶等新兴科技领域发布了一系列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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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相关产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8]。

本文旨在根据 GFII 2022 报告，分析全球未来产业

发展现状，并对中国未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1　未来产业概念和内涵

目前学术界、产业界尚未对未来产业的概念和

内涵做出统一界定，其属于学术范畴还是仅为商业

性或者政策性概念仍有争议。学术界认为未来产业

立足多学科交叉知识基础，发展潜力和社会价值巨

大 [9]。近期研究集中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

背景之下的未来产业发展 [10-11]。相关研究较为系统

地阐释了未来产业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内涵，刻画出

更加清晰的未来产业群像。

国内学者侧重于未来产业的概念定义。丛知 [9]

从政治理论角度分析，认为未来产业是指后资本主义

社会发展阶段下，具有强正外部性、强知识运用、强

关联性、多学科交叉等特点，且发展潜力巨大、注重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经济组织形式。陈劲等 [10] 

认为，发展未来产业要坚持经济、科技、战略、人文、

哲学思维的统一，并且要强化中国模式、中国经验

和中国理论在未来产业发展上的实践探索，走出中

国特色的未来产业发展道路，确保正确政治方向。

沈华等 [11] 认为未来产业来源于颠覆性技术的突破，

其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要承载体，能够扩展人类

认识空间、提升人类自身能力、服务人类新需求以

及拓展人类发展新边界。余东华 [12] 指出，未来产业

是基于重大创新成果、具有智慧属性、塑造未来发

展竞争优势、居于价值链高端的产业，可以从新技术、

潜在需求、产业成长性、未来竞争力和产业带动引

领等维度来界定。李晓华等 [13] 认为，未来产业由前

沿技术驱动，瞄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代表长期发

展方向，但当前仍处于孵化孕育阶段，有望在未来

转化为对国民经济具有战略支撑性的新兴产业。

从全球未来产业发展看，美国、日本和英国政

府都进行了未来产业专项部署 [14]。2021 年美国出

台了 4 个法案：《美国就业计划》《无尽前沿法案》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未来法案》《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未来制造业项目》，聚焦

半导体、先进计算、先进材料科学、量子信息科学

和未来网络制造研究等，投资数千亿美元推动未来

科技研发和产业发展。2020 年日本出台《科学技

术创新综合战略 2020》，将未来产业发展重点放

在公共卫生、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2017 年

英国设立产业战略挑战基金，瞄准人工智能与数据

经济、未来交通、老龄化社会和清洁增长等领域进

行重点部署。

iCV TAnK 认为，未来产业是对人类生产和生

活有重要影响，对社会经济进步有驱动作用，具有

前瞻性和颠覆性特征的产业，在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引导人类社会进步、增强国家竞争力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GFII 2022 报告参考了美国国家标准与技

术研究院（NIST）等组织关于未来产业的标准和

定义，将 2022 年度“未来产业”定义为量子信息、

绿色能源、机器人、元宇宙、先进通信和生物技术

六大领域。其中，量子信息包括量子计算、量子精

密测量和量子加密等，量子技术的进步有可能为计

算、医学、制造、人工智能、通信和国防等领域带

来变革。绿色能源由于其具有保护环境和减少能耗

方面的优点，得到很多国家的重视，主要关注的方

向包括太阳能、潮汐能、海洋温差能、核能、氢能、

燃料电池以及储能装置等。机器人涵盖工业机器人

和智能机器人两大类，以模拟人类或其他生物为方

向，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学习、交流、感知、

使用工具、操作机械等能力。元宇宙是指建立在现

实世界基础上的虚拟现实空间，具有完整的运行

经济体系，其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创造价值提

供了良好的环境，有望颠覆现有生产方式，为第四

次工业革命提供支撑。先进通信以第六代无线通信

网络技术为代表，通过部署应用更快、更可靠的新

一代通信技术和卫星通信技术，为物联网和 5G/6G

网络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大大提高了各行业的

通信能力。生物技术主要关注生物制药、基因工程、

基因治疗、生物制造和生物燃料等方向，在医疗、

农业、环境保护、制药和能源等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整体来看，iCV TAnK 定义的未来产业紧密结合生

产生活需要，技术前沿性强、颠覆潜力大，且已经

具有一定产业发展规模，有望在 3 ～ 5 年内迎来爆

发式增长。

2　GFII 2022报告主要内容

2.1　未来产业发展趋势与前景展望

GFII 2022 报告首先总结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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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状。一是颠覆性技术发展快速推进，带动未

来产业应用前景逐步显现。基础科学研究的突破，

不断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新动能。例如，在量子

领域，美国天体物理联合实验室的物理学家突破

了量子传感器的精度限制。应用技术创新进一步

促进了未来产业的发展，元宇宙、人形机器人和

卫星互联网等未来产业迅速发展。二是新冠疫情、

数字鸿沟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客观

上加快了培育未来产业的步伐。新冠疫情客观上

推动了生物医学的快速发展，疫苗、血液制品、单

克隆抗体、基因工程药物和体外诊断等在抗击新冠

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气候变化正在全球范围内

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全球能源转型正在加速，氢

能等新型清洁能源有望在未来能源供应中发挥更

大作用。

GFII 2022 报告还对未来产业发展前景进行了

展望。智能、绿色和健康是未来产业的发展趋势。

未来产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智

能、低碳和健康是人类的长期目标。为了拥有更智

能的生活，需要用传感、连接和计算等信息技术进

一步打破原子世界和比特世界之间的壁垒。人工智

能、类人机器人、卫星互联网、量子信息、先进计

算和人机交互等领域有望取得新突破，重塑信息基

础设施，全面提升智能水平。低碳是一种低能耗、

低污染和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对人类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先进核能、氢能和储能

技术等无碳排放关键技术，是实现碳中和与净零排

放目标、构建低碳绿色能源体系的关键，也将是未

来全球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的重点。随着人们对生

命健康的急切需求和现代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生

物技术与信息、能源材料等技术的融合加快，现代

生物技术在高通量测序、基因组编辑和生物信息学

分析等方面取得突破并迅速实现产业化。新冠疫情

加速了生物经济时代的到来，生物、信息和物质的

融合正在进行。

各国政府将实施更加有力的产业政策，不断

推动本国未来产业加快发展。新一轮技术革命以量

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 机器人”、先进通信、

生物技术、绿色能源等前沿技术为代表，呈现多点

爆发式发展。这将形成新的全球经济增长极，推动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为应对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

多重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世界各国纷纷出台短期

经济刺激措施，为形成长期经济增长新动能奠定基

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政府为主导的产业政

策在各国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凸显，政府与市场的

关系也在发生变化。美国、日本、英国、欧盟等发

达国家和地区高度重视产业政策的作用，不断加强

对产业政策工具的运用，尤其关注前沿技术和未来

产业。政府将加大对市场的干预，国家安全、国内

市场规制和国际贸易规则等相关政策也将发生更大

的变化。

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单个国家和小规模区

域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进一步加剧

了全球特别是西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抬头。

美国拜登总统上台后，并没有选择回归自由主义

的全球经济秩序，而是采取了强化技术出口管制、

加大对制造业回流的支持力度和维护国内产业链

安全等一系列“美国优先”战略。欧盟多次强调

要在经济、技术、产业等领域掌握自主权，自 2020 年

起建立了涵盖产业战略、贸易政策和金融架构等

领域的全面政策体系。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

也在积极利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

机遇，大力布局未来产业发展，从谋求单一突破

走向整体提升，以期摆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封锁”

和“高端限制”。未来，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等

西方国家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先进通信、量子

信息、机器人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竞争将进一步

加剧，并可能形成技术、人才、资金和产业流动

的断裂点，将深度影响未来产业的全球发展趋势。

2.2　GFII 2022 报告的国家和城市 / 集群排名评价

　　 指标体系

GFII 2022 报告的未来产业区域排名包括国家

和城市 / 集群两个角度。在国家排名方面，主要考

察该国的人口特征、文化特点和经济实力等指标，

分析其在未来产业六大领域的表现，综合反映被评

估国家的科技创新实力。城市 / 集群排名考察城市

的技术创新实力和未来产业发展潜力，主要从研究

实力和创新企业两个方面进行评估。其中，研究实

力方面的考察指标包括科研机构和设施、创新人才

资源、高价值学术创造等，创新企业方面的考察指

标包括创新龙头企业数量、独角兽企业数量、相关

产业领域专利数量等。

·科技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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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GFII 2022 报告的未来产业国家综合排名

表 1 和图 1 分别为 GFII 2022 报告列出的 2022 年

度未来产业发展指数国家综合排名和各国相关未来

产业的情况。

从总体结果来看，美国综合排名最高，43% 最

具影响力的未来产业企业来自美国 。在未来产业城

市 / 集群排名中，27.5% 位于美国，六大产业发展

均衡且均处于领先水平。中国排名第二，17.5% 最

具影响力的未来产业企业来自中国。在未来产业城

市 / 集群排名中，中国城市占 16.7%。瑞士在国家

图 1　2022 年度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指数排名前 10位国家六大产业情况

资料来源：《2022 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指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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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就绿色能源领域而言，北京在全球城市 / 集

群中排名第一。其他亚洲科技创新大国包括日本、

韩国和新加坡，其中日本不仅在信息技术产业表现

出色，在生物技术产业也有优秀表现；新加坡良好

的创业环境吸引了大量新兴产业的企业，特别是在

量子信息、元宇宙、生物技术等领域；韩国在先进

通信产业拥有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欧洲国家在信

息技术相关产业的技术创新方面稍显落后，但在生

 ◇李一骢，庞鹏沙，黄燕飞：全球未来产业发展进展及对中国的启示与建议——基于《2022 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指数》

表 1　2022 年度未来产业国家综合排名

资料来源：《2022 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指数》报告。

综合排名中排名第三，在人均专利和人均最高学术

奖项方面排名世界前列。此外，发达的金融业为瑞

士的创新生态环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美国在未来产业的六大领

域都表现出了非凡的竞争力，尤其是在信息技术产

业 ( 量子信息、机器人、元宇宙 ) 方面，具有领先

优势。 中国六大领域发展较为均衡，在量子信息、

绿色能源、机器人和元宇宙等领域创新优势突出，

排名 国家 排名 国家

1 美国 6 德国

2 中国 7 新加坡

3 瑞士 8 韩国

4 日本 9 法国

5 英国 10 荷兰



— 37 —

物技术产业方面更胜一筹。

当前，全球未来产业迅速发展，各主要经济

体积极参与前沿技术领域的创新创造。气候变化、

能源短缺等问题也给人类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

性。正在逐步落实到实际应用中的各种颠覆性技术，

不仅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动力，也是全球化背景下社

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2.4　GFII 2022 报告的未来产业城市 / 集群排名

表 2 为 GFII 2022 报告给出的 2022 年度未来

产业城市 / 集群排名和得分。在全球上榜的 20 个

城市 / 集群中，有的已经在未来产业六大领域形成

产业规模，如以 IT 创新闻名的旧金山 - 圣何塞；

而有的城市虽然尚未形成一定规模，但具备了技术

创新实力的基础，极有可能在未来的产业领域取得

突破，如以量子信息技术发展著称的合肥。

2.4.1　学术研究

欧美城市 / 集群在创新人才资源和高价值学术

创造评价指标上表现较好，而亚洲城市 / 集群在研

究机构（包括高校、实验室等）和研究设施（包括

大科学设施和超级计算机）方面更具竞争力。

旧金山 - 圣何塞和波士顿都市圈在创新人才

和高价值学术创造的得分上均位列前 5；纽约研究

表 2　2022 年度未来产业城市 / 集群综合排名

资料来源：《2022 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指数》报告。

序号 城市 / 集群 总体得分 学术研究得分 创新企业得分

1 旧金山 - 圣何塞 93.61 88.75 98.47

2 北京 90.63 84.38 96.87

3 广东 - 香港 - 澳门大湾区 88.76 79.83 97.69

4 纽约都市圈 88.34 83.25 93.43

5 波士顿都市圈 86.65 89.92 83.37

6 东京 - 横滨 83.09 81.49 84.69

7 上海 82.05 82.43 81.66

8 伦敦 - 牛津 - 剑桥 79.91 85.42 74.39

9 西雅图 - 塔科马港 - 贝尔维尤 78.74 82.19 75.29

10 巴黎都市圈 77.28 75.62 78.94

11 首尔都市圈 76.02 74.39 77.64

12 日内瓦 75.80 84.27 67.32

13 圣地亚哥都市圈 75.58 81.68 69.47

14 华盛顿特区 - 巴尔的摩 74.79 84.29 65.29

15 京都 - 大阪 - 神户 73.91 72.49 75.33

16 苏黎世 73.24 82.63 63.84

17 洛杉矶都市圈 72.26 76.32 68.19

18 合肥 71.09 73.88 68.29

19 新加坡 66.45 63.48 69.42

20 苏州 - 无锡 - 常州 65.82 62.37 69.26

·科技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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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得分全球第一，创新人才实力雄厚。在研究机

构排名的前 5 名中，中国占据了 3 席，分别是北京、

广东 - 香港 - 澳门大湾区和上海，其中北京的研

究设施排名第一；合肥在大科学设施方面处于领先

地位，研究设施得分位居中国前 10 [7]。

2.4.2　创新企业

GFII 2022 报告根据 2022 年度未来产业领域的

创新龙头企业数量、独角兽企业数量和相关产业领

域专利数量等量化指标对候选城市进行评估。

旧金山 - 圣何塞在上述 3 项指标中均排名前

3 位，显示出强大的创新企业实力。北京的表现也

非常出色，3 项指标都排名在前 5 位，特别是创新

龙头企业数量。东京 - 横滨与未来产业相关的创新

龙头企业和专利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城市 / 集群。西

方城市和亚洲城市的创新企业数量相当，但亚洲城

市在未来产业领域的专利数量略高。

从整体来看，美国、中国和欧洲为发展未来

产业的重要集聚区，分别有 7 个、5 个、4 个城市 /

集群上榜。从全球未来产业排名前 5 位的城市 / 集

群看，唯一学术研究得分高于创新企业得分的波士

顿都市圈集聚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

大学、美国东北大学等一系列国际顶级院所，科教

资源的溢出效应明显；而另外 4 个城市 / 集群的创

新企业得分高于学术研究得分，突出了市场需要对

拉动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3　启示与建议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未来科

技、培育未来产业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抢占未

来发展制高点的必然选择。考虑到 GFII 2022 报告

反映出的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结合中国现状，提出

以下建议：

（1）加强人工智能（AI）技术赋能，以“人

工智能 + 未来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人工智能聚焦数

据、算法和算力三维发展，已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减少了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迭代周期，重塑

了传统产品研发模式、产业链供应模式、产业发展

生态和生产生活方式，对于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意义重大。

人工智能技术在 GFII 2022 报告提出的六大未

来产业发展领域中均起到支撑产业持续发展的作

用：在量子信息领域，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提升更高

算力水平赋能交通控制、天气预测和金融组合等，

未来还将支撑卫星发射、深空深海、脑科学等领域

发展；在绿色能源领域，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智能输

配电软件系统提升了能源利用率和平滑率，显著增

强了能源系统特别是智慧储能、智慧电网和节能减

排等领域的稳定性和鲁棒性，促进节能减排、降低

损耗，有力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在机器人领域，人

工智能技术从多方面赋予机器人全新能力，使机器

人实现了特殊环境下的自主决策，并且可以根据不

同产业需求训练培育各种专业领域机器人；在元宇

宙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将从识别内容（文字、图片、

视频）升级为创造内容，这是元宇宙发展的基础；

在先进通信领域，人工智能显著降低了工作成本，

智能语音电话提升了工作效率；在生物技术领域，

人工智能技术加速了新药筛选水平，大大降低了药

物研发的技术成本和时间成本。

建议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的

顶层设计，加快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场景建设，形

成“需求牵引 + 场景驱动”的发展模式，以场景创

新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向各行业领域扩散应用，加速

未来产业发展。

（2）加强生物技术领域投入，抢占未来产业

发展主动权。

新时期的生物技术支撑了生命科学的发展。生

物技术以分子生物学为关键技术，以基因编辑为重

点路径，多学科融合，通过科技手段对传统产品进

行改造或者创造新产品，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近年来中国生物技术不断发展，在生物医药、

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等领域重点布局，产出一批科

技成果，有力支撑了国家重大战略。但中国生物技

术产业总体仍处于中等发展水平。究其原因，主要

是因为西方生物技术的发展历史比较悠久，欧美等

国家已抢占先发优势，在人才、资本和仪器设备方

面优势明显。GFII 2022 报告显示，在全球生物技

术产业的城市 / 集群排名中，中国综合排名最靠前

的北京仅列第 13 位。生物技术产业相较其他五大

未来产业而言，虽然优势不足，但发展潜力巨大。

未来，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生物多样性和高品质

 ◇李一骢，庞鹏沙，黄燕飞：全球未来产业发展进展及对中国的启示与建议——基于《2022 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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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等方面的迫切需求，经济发展对生物技术的需

要将与日俱增，生物技术创新发展的机会窗口将越

来越多，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物质条件日益

提升，人们对健康状况也将越来越重视，生物医药

产业有望进一步发展。

建议从国家战略高度推进生物技术产业发展，

进一步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赋能

生物技术发展。对涉及生物技术领域的教育、科技

和人才工作统一部署，建设高能级生物技术创新平

台，吸引培育生物技术领域顶尖人才，加快实现关

键技术突破和产业创新发展。

（3）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布局，打造未来产业

创新增长极。

中国应畅通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区域创新是一个关键

变量。发展国内大循环，要结合城镇化进程，统筹

大城市、中心城市、小城市和都市圈（群）等不同

维度的创新区位 / 集群 ，发挥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

展的引领辐射作用，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供

给体系质量提高与效率提升。

在 GFII 2022 报告中，中国北京、上海、合肥、

杭州等城市，广东 - 香港 - 澳门大湾区、苏州 -

无锡 - 常州城市群等集群上榜，显示出中国的区域

科技创新中心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中国

要在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引领

下，充分利用科技创新的区域梯次分布特征和扩散

推移规律，聚焦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立足各地先天条件和资源禀赋，探索差异化、

科技创新导向的发展路径，建设发展若干具有高发

展质量的创新型城市 / 集群，强化区域创新中心的

辐射效应，健全梯次联动的区域创新格局，提升国

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建议抢抓未来科技和产业孕育突破发展机遇，

结合中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关部

署，通过加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布局、吸引培育高层

次顶尖人才、优化创新创业生态、营造一流营商环

境等，进一步激发区域创新活力，形成新的创新增

长极。

（4）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营造开放创新

生态。

国际科技合作既是以科技创新应对全球共同

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也是

中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的重要途径。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

将科技创新置于对华政策总体框架突出位置，意图

维持美国在全球价值链顶端的话语权，这对中国融

入全球创新网络、参与全球未来产业竞争提出了极

大挑战。

GFII 2022 报告指出，当前未来产业主要聚集

在欧美国家及地区，亚洲地区只有中国、日本和

韩国三国发展较快。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国要坚持开放共赢，利用好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做出中国贡献。在该报告的致谢环节，对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阿里巴巴、宁德时代、国盾

量子和腾讯等表达感谢，高度肯定了这些中国相

关科研机构及企业对世界科技产业发展的关注和

贡献。

建议聚焦符合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态势的开放

创新生态，研究提出中国化的新时期国际合作战略，

特别是针对未来产业各领域发展的现状和需要，完

善差异化政策体系。鼓励科研机构及企业参与国际

科技分工，特别是在基础研究、人才培育和标准制

定等方面拓展合作深度，在增进了解、提升能力的

同时，增强中国在相关领域的话语权。

（5）加强未来技术跟踪研判，用数字化手段

赋能产业发展。

未来产业以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基础，

呈现出多学科融合和多领域交叉的特点，具有前瞻

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未来技术和

产业发展的战略研究，建立健全未来产业监测体系，

跟踪未来产业技术路线图更新和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变化情况，突出未来技术预测和研判，及时掌握最

新发展态势；另一方面，要积极应对产业数字化、

数字产业化发展趋势，将未来产业发展融入数字经

济浪潮中，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注重产业发展

的数字化赋能，通过数字化改造、数字化管理等，

进一步激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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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Global Future Industry and Suggestions for China: 
Based on 2022 Global Futur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dex

LI Yicong, PANG Pengsha, HUANG Yanfei
(Torch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 Ministr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045)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lobal issues are becoming more acute;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had far-
reaching effects;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is sluggish. Major innovation countries have made efforts to 
seize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future development by making efforts in future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future 
industri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finitions of future industri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based on the 2022 
Global Futur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dex released by iCV TAnK, which puts forward the current status and 
trends of global future industry development, summarizes China’s performance in relevant fields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country and city/cluster, and makes recommendations on further development of futur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Keywords: future industry; advanced technology; global posture; think-tank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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