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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 24 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部署
会，引起外界高度关注。作者根据会议精神，对央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情况进
行了采访和资料搜集，梳理总结了央企近年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果、经验，
及下一步的规划和展望。同时，还采访了相关专家，对央企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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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的刊发，较为系统和全面地向外界介绍了央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果
及下一步的规划，让外界对于央企的功能与作用、实力与担当有了更加充分的理解，
为国务院国资委推动央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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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作为科技创新国家队和

主力军，央企在战新产业方面作用举足轻重，也是舆论关注的焦点。本文对于国务院

国资委的会议精神、部署安排进行了充分消化和理解，并广泛调研了央企发展战新产

业的情况，既有宏观视角，又有微观案例，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央企发展战新产业的背

景、现状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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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方向，是引领国家未来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也

是国家培育发展新动能、赢得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

领域。

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正处于抢占制高

点、向更高位跃升的重要关口，还有不少卡点、瓶颈。

中央企业作为实施国家战略的排头兵，肩负着重要的

职责和使命。

5 月 24 日，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加快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部署会。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中央企

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张玉卓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

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新时

代新征程国资央企使命任务，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

历史使命感，全力以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切实提

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积极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

切实发挥好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

展示央企担当

近年来，中央企业持续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

力度，推动国有资本向关键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国

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不断增强。中咨公司提供的数据

显示，2018 年 -2022 年，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

业领域投资规模由 0.7 万亿元增长至 1.5 万亿元，占

全部投资比重由 12.8% 提升至 27%，投资规模增长

115.2%，年均增长 28%。

中国移动打造“九天”人工智能平台，沉淀自然

语言处理、机器视觉等领域 370 余项 AI 能力，赋能

智能网络、智能客服、大屏推荐等内外部 27 个领域

830 个应用。

中国石化加快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布局，全国产化

48K 大丝束碳纤维、PVA 光学膜等取得重要突破，

有力填补国内空白、拓展高端新材料市场。

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往往不确定性强、资本投入

大、风险高、投资回报期长，单纯依靠政府财政或企

央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本刊记者  原诗萌



飒飒客时讯头条
HOT TOPIC OF SASAC

015

业积累难以满足资金需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充

分发挥基金投资的战略功能和孵化培育作用，加大布

局战略性新兴产业。

国投形成了以市场化方式服务国家战略的有效方

式，构建了国投基金特色品牌和核心竞争力。截至

2022 年底，培育科创板上市企业 116 家，占科创板

总数的 29%。

中国国新发起设立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

等 11 只基金，发挥国有资本放大功能，直接出资近

300 亿元，引导带动社会资本 2100 亿元，孵化和培

育出了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比如

国产智能芯片龙头寒武纪、领先的芯片测试设备企业

华峰测控、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旷视科技、高精度定位

服务商千寻位置等。

央企还通过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引领产业发展。

中国电科积极打造以中电海康牵头的创新联合

体，推动形成需求牵引、开放供应的人工智能产业生

态，带动行业发展。

中国钢研联合上下游单位推动“小核心、大生态”

协作，建立起企业间有效的协同创新机制，实现了横

向贯通、纵向融通，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中国国新在深度参与企业公司治理、提高决策质

量的基础上，发挥资本纽带作用，对接资本、渠道、

项目、市场等资源，推动企业与产业集团加强业务与

技术合作、产业链协同，建立赋能专家库，开展产业

链对接活动，着力打造战新产业投资生态圈。

中咨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申海燕向《国资报告》

记者表示，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是事关中央企

业未来发展的方向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是国有

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与系统性重构，是中央企业顺

应时代之变，主动调整竞争赛道，不断回答时代之问，

确保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永立时代潮头、永

葆生机活力、永续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

新思路 新规划

当前，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提上了国资

委和央企的日程。前述会议强调，中央企业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要在产业布局优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形成良好产业生态和完善体制机制这四个方面不断取

得新的实质性突破。

各央企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思路和规划。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立足长远、

着眼大局，突出先导性、支柱性。下一步，央企将进

一步优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布局。

中国电科表示，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纳入集团

重大任务统筹管理，压实责任，优势单位牵头，其他

单位协同，一体化配置资金、人才、平台和市场资源，

充分调动参与各方的积极性，合力高效推进实施。

中国移动表示，加强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产出

中国电科成功实现我国集成电路制造领域全系列离子注入机自主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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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引领产业发展的重大原创性、引领性成果，抢占

6G、量子信息等下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塑造新领

域新赛道的核心竞争力，巩固提升产业优势地位。

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于传统产业的最大特点，就

是要有强大的科技创新和技术储备作为基础。下一步，

央企将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表示，打造软件定义汽车的“长

安方案”，开发具备“硬件可插拔、服务可编排、生

态可随需、系统自进化”四大全新技术特点的新一代

汽车平台。加速电池、电驱、控制器等技术研发，确

保供应安全、成本可控。

中国石化表示，将大力发展氢能、地热、光伏风

电等新能源和洁净能源业务，加快推进高端新材料研

发布局，全力攻坚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切实增强产

业链韧性和自主可控水平。

集约集群、融合集群发展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的基本模式，关键在于营造开放合作的良好产业生态。

中国钢研表示，将建立战略导向、需求牵引、目

标明确、高效协同、资源共享的组织机制，持续加强

创新基地基础设施和人才队伍建设，打造各主体资源

共享、协同共进的融合发展升级版。

国投表示，将加强与头部科研机构的合作，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合作研发项目、人才交流培养。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完善体制机制，进一

步激发人才创新创造的活力动力。

中国石化表示，将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科学家

精神，积极培养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高端人才，

用好用足激励政策，激励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

加快建设能源化工领域重要人才集聚中心和创新高地。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表示，深入推进国企改革，按

照市场化原则，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项目

跟投、揭榜挂帅等机制，实施更加灵活、差异化的政

策。同时，处理好当期经营与长期发展的关系，研究

探索符合国企特色的价值评估能力体系。

加快布局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资央企积

极落实国家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在国资委部署下，各央企

将深刻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要求，找准主战

场、融入主战场、决战主战场，为国资央企加快调整

布局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蹚出一条新路。

申海燕表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产

业链与创新链的建设，也离不开人才链、资金链、政

策链的赋能。其中，创新链提供动力，产业链提供载

体，人才链、资金链提供支撑，政策链提供保障。“中

央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加强创新链、产业链、

人才链、资金链、政策链建设，促进五链深度融合，

实现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高效配置、有序流

动、全面贯通、协同发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申海燕说。

中国石化上海石化碳纤维生产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