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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从全球宏观经济和产业体系发展现状看，在制造业领域

我国、美国和日本处于相对领先水平，在实物产出、市值保

有、技术水平和产业门类等方面，中美日各有优势，且近年

数据显示，皆在较快发展。

 从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相关领域企业市值保有看，

以沪深 300、标普 500、日经 225、英国富时 100、德国 DAX40

和印度 Sensex30 为样本，2018 年至今的板块市值扩张整体比

较显著，与实体经济中的相关先进制造部门生产扩张方向整

体保持一致。

 我们确信，从资源配置和机构发展看，贯彻国家战略，

宏观结构变化引领中长期投资方向。

内容要点 

本文是我们“新质生产力系列研究”的第三篇，在前两篇理

论学习的基础上，本篇继续沿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向指引，

聚焦我国的先进制造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全球和我国先进制造业现状。主要有：1）全球制造业的实物

产出，我国规模第一，美国回升较快；2）先进制造业的市值

保有，中美日前三强，近年持续增长；3）先进制造支撑的新

经济，新产业新业态，长期复利效应；4）制造业投入产出表

分析，尽快补足短板，加力先进制造；5）“十四五”规划和新

质生产力，聚焦战略新兴产业，前瞻谋划未来产业。 

我国发展九大战略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

制造、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航空

航天和海洋装备产业：1）布局方向和明细；2）产业领域投入

产出表分析，强项和不足；3）产业领域全球市值比较分析；4）

主管和相关部门更多投资指导意见。 

我国前瞻培育六大未来产业。包括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

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1）六大前瞻赛道；2）

三类标志产品；3）壮大产业主体；4）优化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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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本文是我们“新质生产力系列研究”的第三篇。在前两篇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本篇继续沿着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方向指引，聚焦我国的先进制造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主要从三个角度展开分析：一是当前我国制造业

的整体情况和发展态势。包括实物生产和市场价值等，主要关注我国，同时兼顾全球情况观察，包括美国、日

本、英国、德国和印度。二是我国九大战略新兴产业的建设部署。分产业具体展开，主要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航空航天产业

和海洋装备产业。三是我国六大未来产业的新赛道发展方向。围绕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

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六大方向，阐述前瞻产业布局、打造标志产品、培育企业主体和优化支撑体系等安排。 

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聚焦先进制造 

2.1 全球制造业的实物产出：我国规模第一，美国回升较快 

我国制造业规模和增速全球领先，美国制造业规模和增速皆在回升。如图表 1-图表 4，从近年数据看：我

国制造业的总产出规模、产出增速和 GDP 占比在全球主要国家中第一，但美国的相应数据亦全线回升。我国在

2020-2023 年的近三年制造业复合年均增速约是 5.4%，美国在 2020-2022 年的两年制造业年均复合增速约是

5.0%，其完整的 2023 年数据尚未发布，但季度数据基本保持回升态势。 

图表 1：GDP制造业增速：中美日 图表 2：GDP制造业规模：中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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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iFinD，Wind，中信建投 资料 ：iFinD，Wind，中信建投 

图表 3：GDP结构占比：三次产业：中美日 图表 4：GDP结构占比：制造业：中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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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先进制造业的市值保有：中美日前三强，近年持续增长 

我国先进制造企业数量和市值持续增长，中美日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如图表 5-图表 8，从近年数据看： 

第一，九大战略新兴板块的相关上市企业平均市值持续增长。沪深 300、标普 500 和日经 225 的成份企业

平均市值，近五年复合年均增长分别是 10.7%、18.7%和 8.9%； 

第二，前 5-10 家市值头部企业的增长速度整体更快。以 Top5 企业市值为例，其较指数整体均值的超额增

长显著，在沪深 300、标普 500 和日经 225 的近五年复合年均超额，分别约为 6.6、28.1 和 8.6 个百分点。 

第三，从板块企业数量和细分产业覆盖完整度上看，中美日三国在第一梯队。英德等欧洲国家的情况取决

于是否以欧盟整体观察，但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相对不足，以印度为代表的其他国家先进制造上市企业相对

缺乏。 

第四，从板块企业对指数整体的市值权重占比看，德国、日本和美国相对高于其他市场。截至 2024 年 3

月数据，沪深 300、标普 500、日经 225 和德国 DAX40的相关企业总市值权重，分别约为 25.7%、35.6%、51.7%

和 54.9%，其中有部分的指数构成、样本范围等统计方法因素，但仍可作为数据参考。 

另外，关于企业样本选择和统计方法，我们简要说明：1）整体框架上，为了可以进行我国和全球市场的统

图表 5：九大战略新兴产业：全球市值整体增长 图表 6：九大战略新兴产业：头部市值超额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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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iFinD，Wind，Bloomberg，中信建投 资料 ：iFinD，Wind，Bloomberg，中信建投 

图表 7：九大战略新兴产业：板块主营相关企业数量 图表 8：九大战略新兴产业：板块主营相关企业市值权重 

31

39

19

1 1 0

26

48

43

8 7

1

21

28 29

4 4 3

15

28

9

3 4
1

7
5

14

0

6

1

7

29

5 5 6
23

12

4
2 2

0
2 2

4
2 2

0
0

10

20

30

40

50

60

沪深300 标普500 日经225 英国富时100 德国DAX40 印度Sensex30

家
数
（
个
）

1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2 高端装备制造业 3 新材料产业

4 生物产业 5 新能源汽车产业 6 新能源产业

7 节能环保产业 8 航空航天产业 9 海洋装备产业

 

25.7%

35.6%

51.7%

16.4%

54.9%

18.0%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沪深300 标普500 日经225 英国富时100 德国DAX40 印度Sensex30

板
块
市
值

/指
数
市
值
权
重
占
比

%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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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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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声明。 

一标准观察，我们使用标普和 MSCI 编制的全球行业分类标准 (GICS)，将其对全球主要市场上市企业的行业分

类（注：目前为 11 个板块、25 个行业组、74 个行业和 163 个子行业），与我国国务院和统计局发布的九大战

略新兴产业匹配（注：《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2023）》）；2）进一步筛选上，由于 GICS 在新兴产业在部分

具体领域的暂有空白或不一致，我们以《目录（2023）》的细分产业范围和相关企业的主营业务范围，作为匹配

标准。3）对于主营业务跨多个领域的大型先进制造上市企业，例如既进行工业高端装备制造、也从事航空航天

制造、又开展海洋装备制造等，我们在每个细分领域都纳入计算，在合并口径时剔除重复部分。 

2.3 先进制造支撑的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长期复利效应 

经济发展的复利效应，是指经济中的某一个、或几个较高增长领域，常来自于新兴产业及其相关领域，只

要可以持续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速，随时间累积的复利增长效应，将在 5-10 年及更中长期维度上显现出强劲的

增长效果。如表 9-图表 12，以近年的数字经济和三新经济数据为例： 

第一，假设当前增速中枢条件下，新经济实现 100 万亿 GDP 规模的复利时间约为十年。数字经济的近年主

要增速区间约在 9.7%-20.9%，三新经济的近年主要增速区间约在 4.5%-16.6%，如能持续保持这一增速区间，以

2022 年的数字经济约 50 万亿、三新经济约 21 万亿规模为起点，分别可在约 2030-2040 年期间跨越 100 万亿规

模体量。 

第二，大型经济体复利效应繁荣的实现，需要有中长期稳健、强韧的先进制造业支撑。无论是数字经济、

三新经济，或是其他新服务、新业态，皆需要以相应的新科技、新基建设施和新制造产品为基础。 

图表 9：我国数字经济 GDP：持续较快成长 图表 10：我国数字经济 GDP：增长场景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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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iFinD，Wind，中信建投 资料 ：iFinD，Wind，中信建投 

图表 11：我国三新经济 GDP：持续较快成长  图表 12：我国三新经济 GDP：增长场景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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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经济为例，其本身就是相关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成果。根据国家《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

（2021）》的定义：1）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

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数字经济的具体范围，包

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数字产业化”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由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

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等四大类组成，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数字化”即数字

化效率提升业，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以三新经济为例，其同样高度依赖相关先进制造产品的支撑。三新经济的具体范畴，根据国家《新产业新

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的定义：1）“三新”是指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2）新产业指应用

新科技成果、新兴技术而形成一定规模的新型经济活动；2）新业态指顺应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或服

务需求，依托技术创新和应用，从现有产业和领域中衍生叠加出的新环节、新链条、新活动形态；3）新商业模

式指为实现用户价值和企业持续盈利目标，对企业经营的各种内外要素进行整合和重组，形成高效并具有独特

竞争力的商业运行模式；4）另外，“三新”项目指建设内容属于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项目，“三

新”涉及的具体领域主要有新型现代农业、战略性新型产业、新服务、高技术产业、科技企业孵化器、互联网

平台、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城市商业综合体、开发园区等。 

2.4 制造业投入产出表分析：尽快补足短板，加力先进制造 

从全国经济投入产出表的视角上，近年我国制造业的不足，主要体现在通信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化学产品、

金属加工和专用设备等先进制造领域。如图表 13-图表 17，从最新公布的 2020 年全国投入产出数据看： 

第一，制造业部门需要的进口品规模，电子信息和化学品已超过原油天然气。2020 年我国全部制造业生产

过程中，中间投入消耗进口规模前三的部门为，通信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化学品和金属加工。专用设备的进口

消耗以最终使用为主，从统计角度看对应国产专用设备替代性需补强。其中，制造业部门的通信电子设备和化

学品进口，分别约为 3.6 万亿和约 1.7 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同期原油天然气部门的约 1.5 万亿元人民币进口。 

第二，制造业部门需要的进口品增速，电子信息、非金属矿物制品、专用设备和仪器仪表位居前。电子信

息等部门的进口金额增速，同时高于产业总投入和总产出增速，从统计角度看对应着国产品替代能力需补强。 

图表 13：2020 年全国投入产出表：制造业部门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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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iFinD，Wind，中信建投 备注：表中数字单位为万亿元人民币，当年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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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十四五”规划和新质生产力：聚焦战略新兴产业，前瞻谋划未来产业  

2023 年 9 月， 在黑龙江考察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时，强调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

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新兴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稍具体看，如图表 18-图

表 21，从历史发展和最新部署情况看： 

第一，战略新兴产业的定义，从 2010 年以来是一贯而明确的，但战略新兴产业的具体范围，是随着我国

科技发展和产业进步逐步调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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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效益好的先进产业。它代

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 

当前战略新兴产业的具体范围，主要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和新材料等九大战略新兴产业，是由《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2023）》

发布确定的。稍具体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

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绿色环保产业、航空航天产业和海洋装备产业。 

第二，未来产业的定义，是由前沿技术驱动，当前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是具有显著战略性、

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未来产业，是引领科技进步、带动产业升级、培育新

质生产力的战略选择。 

图表 14：2020 年全国投入产出表：进口品金额 图表 15：2020 年全国投入产出表：进口品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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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iFinD，Wind，中信建投 资料 ：iFinD，Wind，中信建投 

图表 16：2020 年全国投入产出表：结构一览 图表 17：2020 年全国投入产出表：部门一览 

 

部门代码 部门名称 组别类型 部门代码 部门名称 组别类型

1 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 第一产业（A组） 24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2 煤炭采选产品 25 燃气生产和供应

3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 26 水的生产和供应

4 金属矿采选产品 27 建筑

5 非金属矿和其他矿采选产品 28 批发和零售

6 食品和烟草 2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7 纺织品 30 住宿和餐饮

8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 3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 木材加工品和家具 32 金融

10 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 33 房地产

11 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 34 租赁和商务服务

12 化学产品 35 研究和试验发展

13 非金属矿物制品 36 综合技术服务

14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 3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15 金属制品 38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16 通用设备 39 教育

17 专用设备 40 卫生和社会工作

18 交通运输设备 41 文化、体育和娱乐

19 电气机械和器材 4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 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

21 仪器仪表

22 其他制造产品和废品废料

23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服务

第二产业：采掘

和日用品类

（B1组）

第二产业：传统

制造和先进制造

类

（B2组）

第二产业：建筑

和水电公用类

（B3组）

第三产业：生产

性和生活性服务

类

（C组）

 

资料 ：国家统计局，中信建投 资料 ：国家统计局，中信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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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研究 

宏观深度报告 

和声明。 

当前未来产业的具体范围，主要是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

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是由《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2024）》公布部署的。稍具体看，重点推

进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六大方向产业发展，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

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 

第三，更多具体推进部署正在有序进行中，最新的进展包括支持启航企业、推动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等。

截至本报告撰写的 3 月 29日最新消息，国务院国资委确定首批启航企业，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

点布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工信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用航空装

备创新应用实施方案（2024-2030 年）》的通知，塑造航空工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动低空经济发展和航空制

造业新型工业化。 

图表 18：我国的战略新兴产业：最新部署和历次调整 

发布时间 发布文件 产业1 产业2 产业3 产业4 产业5 产业6 产业7 产业8 产业9

新一代信息技术

（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

（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

新材料

（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

生物

（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

新能源汽车

（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

新能源

（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

节能环保

（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

航空航天

（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

海洋装备

（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

2020年11月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

新一代信息技术

（战略性新兴产

业）

生物技术

（战略性新兴产

业）

新能源

（战略性新兴产

业）

新材料

（战略性新兴产

业）

高端装备

（战略性新兴产

业）

新能源汽车

（战略性新兴产

业）

绿色环保

（战略性新兴产

业）

航空航天

（战略性新兴产

业）

海洋装备

（战略性新兴产

业）

2018年11月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

2016年12月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规划》

新一代信息技术

（八大产业）

高端装备

（八大产业）

新材料

（八大产业）

生物

（八大产业）

新能源汽车

（八大产业）

新能源

（八大产业）

节能环保

（八大产业）

数字创意

（八大产业）

2012年12月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2）》

（试行）

2012年7月
《“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规划》

节能环保

（高效节能、先进

环保、资源循环利

用）

新一代信息技术

（下一代信息网络

、电子核心基础、

高端软件和新兴信

息服务）

生物产业

（生物医药、生物

医学工程、生物农

业、生物制造）

高端装备制造

（航空装备、卫星

及应用、轨道交通

装备、海洋工程装

备、智能制造装

备）

新能源

（核电技术、风能

、太阳能、生物质

能）

新材料

（新型功能材料、

先进结构材料、高

性能复合材料）

新能源汽车

（全产业链）

2010年10月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决定》

节能环保

（支柱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

（支柱产业）

生物

（支柱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

（支柱产业）

新能源

（先导产业）

新材料

（先导产业）

新能源汽车

（先导产业）

（进一步推进落实细化“十二五规划”等前期战略新兴产业部署）

（进一步推进落实细化“十三五规划”等前期战略新兴产业部署）

2023年12月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

（2023）》

（1、进一步推进落实细化“十四五五规划”等前期战略新兴产业部署。2、进一步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为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治理、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

规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资料 ：政府信息发布，中信建投 

图表 19：我国的战略新兴产业：九大产业和三级明细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1.1.1 网络设备制造 3.4.3 人工晶体制造 6.4.1 生物质能及其他新能源设备制造

1.1.2 新型计算机及信息终端设备制造 3.4.4 新型建筑材料制造 6.4.2 生物质能发电

1.1.3 信息安全设备制造 3.4.5 矿物功能材料制造 6.4.3 生物质供热

1.2.1 新型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 3.5.1 高性能纤维及制品制造 6.4.4 生物质燃气生产和供应

1.2.2 电子专用设备仪器制造 3.5.2 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制造 6.4.5 生物质能工程技术服务

1.2.3 高储能和关键电子材料制造 3.5.3 其它高性能复合材料制造 6.4.6 其他新能源运营服务

1.2.4 集成电路制造 3.6.1 3D打印用材料制造 6.5.1 智能电力控制设备及电缆制造

1.3 人工智能 1.3.1 智能消费相关设备制造 3.6.2 超导材料制造 6.5.2 电力电子基础元器件制造

1.4 数字创意技术设备制造 1.4.1 数字创意技术设备制造 3.6.3 智能、仿生与超材料制造 6.5.3 智能电网输送与配电

2.1.1 机器人与增材设备制造 3.6.4 纳米材料制造 6.6.1 煤基特种油品制造

2.1.2 重大成套设备制造 3.6.5 生物医用材料制造 6.6.2 煤基通用油品制造

2.1.3 智能测控装备制造 3.6.6 液态金属制造 6.6.3 煤基气体燃料制造

2.1.4 其他智能设备制造 3.7.1 专用化学品及材料制造 6.6.4 煤基甲醇燃料制造

2.1.5 智能关键基础零部件制造 3.7.2 先进煤基化工新材料制造 6.6.5 煤基厨灶用液体燃料制造

2.1.6 智能制造相关服务 3.7.3 高端煤基聚烯烃塑料制造 6.7 氢能产业 6.7.1 氢能生产

2.2.1 铁路高端装备制造 4.1.1 生物药品制品制造 7.1.1 高效节能通用设备制造

2.2.2 城市轨道装备制造 4.1.2 化学药品与原料药制造 7.1.2 高效节能专用设备制造

2.2.3 其他轨道交通装备制造 4.1.3 现代中药与民族药制造 7.1.3 高效节能电气机械器材制造

2.2.4 轨道交通相关服务 4.1.4 生物医药关键装备与原辅料制造 7.1.4 绿色节能建筑材料制造

3.1.1 先进制造基础零部件用钢制造 4.2.1 先进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 7.2.1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

3.1.2 高技术船舶及海洋工程用钢加工 4.2.2 植介入生物医用材料及设备制造 7.2.2 环境保护监测仪器及电子设备制造

3.1.3 先进轨道交通用钢加工 4.2.3 其他生物医用材料及用品制造 7.2.3 环境污染处理药剂材料制造

3.1.4 新型高强塑汽车钢加工 4.3.1 生物农药制造 7.2.4 环境保护及污染治理服务

3.1.5 能源用钢加工 4.3.2 生物肥料制造 7.3.1 矿产资源与工业废弃资源利用设备制造

3.1.6 能源油气钻采集储用钢加工 4.3.3 生物饲料制造 7.3.2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3.1.7 石化压力容器用钢加工 4.3.4 生物兽药、兽用生物制品及疫苗制造 7.3.3 工业固体废物、废气、废液回收和资源化利用

3.1.8 新一代功能复合化建筑用钢加工 4.4.1 生物相关原料供应体系活动 7.3.4 城乡生活垃圾与农林废弃资源利用设备制造

3.1.9 高性能工程、矿山及农业机械用钢加工 4.4.2 生物质燃料加工 7.3.5 水及海水资源利用设备制造

3.1.10 高品质不锈钢及耐蚀合金加工 4.5.1 生物基材料制造 7.3.6 水资源循环利用与节水活动

3.1.11 其他先进钢铁材料制造 4.5.2 生物酶等发酵制品制造 7.3.7 绿氢制储运用

3.1.12 先进钢铁材料制品制造 4.5.3 海洋生物制品制造 8.1.1 民用航空器整机制造（不含无人机）

3.2.1 铝及铝合金制造 4.5.4 其他生物工程相关设备制造 8.1.2 民用航空发动机整机制造

3.2.2 铜及铜合金制造 5.1 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 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 8.1.3 民用航空器机载系统和设备制造

3.2.3 钛及钛合金制造 5.2.1 电机、发动机制造 8.1.4 民用航空器零部件制造

3.2.4 镁及镁合金制造 5.2.2 新能源汽车储能装置制造 8.1.5 民用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制造

3.2.5 稀有金属材料制造 5.2.3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配件制造 8.1.6 民用航空器机载系统和设备零部件制造

3.2.6 贵金属材料制造 5.3.1 供能装置制造 8.1.7 民用航空器修理（不含发动机）

3.2.7 稀土新材料制造 5.3.2 试验装置制造 8.1.8 民用航空发动机修理

3.2.8 硬质合金及制品制造 5.3.3 其他相关设施制造 8.1.9 民用航空器机载系统和设备修理

3.2.9 其他有色金属材料制造 6.1.1 核燃料加工及设备制造 8.1.10 民用无人机制造

3.3.1 高性能塑料及树脂制造 6.1.2 核电装备制造 8.1.11 其他航空装备制造及相关服务

3.3.2 聚氨酯材料及原料制造 6.1.3 核电运营维护 8.2.1 卫星装备制造

3.3.3 氟硅合成材料制造 6.1.4 核电工程技术服务 8.2.2 卫星应用技术设备制造

3.3.4 高性能橡胶及弹性体制造 6.2.1 风能发电机装备及零部件制造 8.2.3 其他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

3.3.5 高性能膜材料制造 6.2.2 风能发电其他相关装备及材料制造 9.1 海洋装备装备制造 9.2.1 海洋装备装备制造

3.3.6 专用化学品及材料制造 6.2.3 风能发电运营维护 9.2 深海石油钻探设备制造 9.3.1 深海石油钻探设备制造

3.3.7 新型功能涂层材料制造 6.2.4 风能发电工程技术服务 9.3 其他海洋相关设备与产品制造 9.4.1 其他海洋相关设备与产品制造

3.3.8 生物基合成材料制造 6.3.1 太阳能设备和生产装备制造 9.4 海洋环境监测与探测装备制造 9.5.1 海洋环境监测与探测装备制造

3.3.9 其他化工新材料制造 6.3.2 太阳能材料制造 9.5 海水淡化活动 9.6.1 海水淡化活动

3.4.1 特种玻璃制造 6.3.3 太阳能发电运营维护

3.4.2 特种陶瓷制造 6.3.4 太阳能工程技术维护
资料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2023）》，国务院3.4 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

3、新材料产业

（续）3、新材料产业

6、新能源产业

（续）6、新能源产业

（续）3.4 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

3.5 高性能纤维及制品和复合材料

3.6 前沿新材料

3.7 先进煤基化工新材料制造

8、航空航天产业

8.1 航空装备产业

8.2 卫星及应用产业

9、海洋装备产业

6.5 智能电网产业

6.6 煤基新型燃料制造

7、节能环保产业

7.1 高效节能产业

7.2 先进环保产业

7.3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

5、新能源汽车产业
5.2 新能源汽车装置、配件制造

5.3 新能源汽车相关设施制造

6.1 核电产业

6.2 风能产业

6.3 太阳能产业

6.4 生物质能及其他新能源产业

4、生物产业

4.1 生物医药产业

4.2 生物医学工程产业

4.3 生物农业及相关产业

4.4 生物质能产业

4.5 其他生物业

2.2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3.1 先进钢铁材料

3.2 先进有色金属材料

3.3 先进石化化工新材料

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

1.1 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

1.2 电子核心产业

2、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2.1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

 
资料 ：十四五规划，国务院，中信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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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深度报告 

和声明。 

图表 22：全球的产业发展竞赛：部分海外经济体规划 

横向领域

1、新

一代信

息技术

产业

2、高

端装备

制造产

业

3、新

材料产

业

4、生

物产业

5、新

能源汽

车产业

6、新

能源产

业

7、节

能环保

产业

8、航

空航天

产业

9、海

洋装备

产业

10、其它产

业或领域

11、制度和

市场增进

2019 《美国将主导未来产业》 √ √ 科研/教育 √

《未来产业法案》 √ √ 科研/教育 √

《关于加强美国未来产业领导地位的建议》 √ √ √ √

《研发预算优先事项和行动备忘录》 √ √ √ √ √ √ 安全/科研 √

《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 √ √ √ √ √ √ √ 武器/农业 √

《美国就业计划》 √ √ √ √ √ √

《NSF未来法案》 √ √ √

《无尽边疆法案》 √ √ √ √ √ √ 科研/教育 √

《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 √ 基础设施 √

《美国竞争法案》 √ √ 科研/供应链 √

《通胀削减法案》 √ √ √ √ √

《芯片与科学法》 √ √ √

《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规划》 √ 科研/教育 √

《美国关键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 √ √ √ √ √ √

2019 《加强面向未来欧盟产业战略价值链》 √ √ √ √ √ 产业链 √

2020 《欧洲新产业战略》 √ √ √ √ √ √ √

2021 《工业5.0》 √ √ √ √ √ √ 可持续 √

2022 《欧洲芯片法案》 √ √ 科研/供应链 √

2024* 《净零工业法案》 √ √

2024* 《关键原材料法案》 √ √ 原材料 √

2024* 《欧洲国防工业战略》 √ 国防工业 √

2020 《产业技术愿景》 √ √ 科研/教育 √

2021 《第六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计划》 √ √ √ √ √ 科研/韧性 √

2023

国家/

地区
年份 法案/规划

日本

垂直领域

美国

欧盟

2020

2021

2022

 

资料 ：各机构网站，中信建投 

三、九大战略新兴产业：布局明细、投入产出、全球市值和投资指引 

本章对九大战略新兴产业进行分产业情况分析，按“十四五规划”以来的最新部署安排，具体分为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绿色环保产业、航

空航天产业和海洋装备产业。本节按如下逻辑顺序进行分析： 

第一，最新战略新兴产业部署对本产业的布局方向和明细，同时也汇总纳入相关未来赛道的前瞻布局情况。

主要是基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关安排、“十四五规划”和《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2023）》等部署，我

们在本系列研究之一《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理论和机遇》、之二《新质生产力：历史选择、优势挑

战和深远影响》和本报告前文中有更详细阐述。 

图表 20：我国主要国力调查：人口、农业和经济普查 图表 21：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战略新兴产业调查表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第七次

人口普查 1953年 1964年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农业普查 1996年 2006年 2016年

经济普查 2004年 2008年 2013年 2018年
2023年

（开始）

 

 

资料 ：国家统计局，中信建投 资料 ：国家统计局，中信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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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声明。 

第二，当前产业所属或相关领域的实体部门投入产出明细。最新数据来自 2020 年版全国 42 个经济部门投

入产出表，需要注意，战略新兴产业的新领域和传统产业部门并不能完全一一对应，国家统计局在战略新兴产

业统计说明、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等相关文件和场合表示需要注意具体情况分析。 

第三，我国和全球相关产业领域的企业板块市值情况。主要以沪深 300、标普 500、日经 225、英国富时 100、

德国 DAX40 和印度 Sensex30 指数成份企业为样例，具体方法与前文一致，参见本文第 2.2 小节 先进制造业的

市值保有。 

第四，主管和相关部门的投资指导意见。主要国家 、工信部等相关主管部门的指导意见，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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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于推

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2024）》等，其对具体产业投资方向有较明确的指引，同时，我们也归纳补充

了部分 2021 年至今的最新发展情况。 

3.1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1）布局方向 

按最新部署，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主要发展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电子核心产业、人工智能产业和数字

创意技术设备制造等，详见图表 23。 

相关的新赛道领域前瞻，主要领域是未来信息。按工信部等七部委相关表述，主要是：推动下一代移动通

信、卫星互联网、量子信息等技术产业化应用，加快量子、光子等计算技术创新突破，加速类脑智能、群体智

能、大模型等深度赋能，加速培育智能产业等。 

图表 23：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四级细分制造产业布局明细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国民经济细分制造行业）

1.1.1 网络设备制造 其他计算机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

1.1.2 新型计算机及信息终端设备制造
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零部件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

造；其他计算机制造；通信终端设备制造； 及配套设备制造；其它电子设备制造

1.1.3 信息安全设备制造 信息安全设备制造

1.2.1 新型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其他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

线、电缆制造；光纤制造；电子真空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显示器件制造；半

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阻电容电感元件制造；电子

电路制造；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制造；电声器件及零件制造；其他电子元件制造

1.2.2 电子专用设备仪器制造 电子测量仪器制造

1.2.3 高储能和关键电子材料制造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塑料薄膜制造；特种玻璃制造；

技术玻璃制品制造；特种陶瓷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锂离子电池制造；镍氢电

池制造；其他电池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1.2.4 集成电路制造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

1.3 人工智能 1.3.1 智能消费相关设备制造 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其他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1.4 数字创意

技术设备制造
1.4.1 数字创意技术设备制造

电影机械制造；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及发射设备制造；广播电视接收设备制造；专业音响设

备制造；应用电视设备及其他广播电视设备制造；电视机制造；音响设备制造；其他智能

消费设备制造；

1、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

1.1 下一代信

息网络产业

1.2 电子核心

产业

 

资料 ：十四五规划，国务院，中信建投  

（2）投入产出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目前版本的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中，主要涉及通信、计算机和电子设备部门等。

如图表 24-图表 25，可以发现，领域投入中的进口金额相对较高，进口增速高于国内投入和国内产出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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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声明。 

（3）全球市值 

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领域相关上市企业市值看，以沪深 300、标普 500、日经 225、英国富时 100、德

国 DAX40 和印度 Sensex30 为例：1）近年的相关领域企业市值规模、市值权重和市值增速等指标，整体呈扩张

和上行态势，与实体部门生产扩张的方向一致；2）同时，跨市场和市场内的头部企业市值增长相对更加显著，

或有一定程度的先进产业领域的马太效应，需要进一步关注。 

图表 24：通信、计算机和电子设备部门：投入产出 图表 25：通信、计算机和电子设备部门：投入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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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iFinD，Wind，中信建投 资料 ： iFinD，Wind，中信建投 

图表 26：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全球市值 图表 27：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板块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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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 iFinD，Wind，Bloomberg，中信建投 资料 ： iFinD，Wind，Bloomberg，中信建投 

图表 28：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市值增速 图表 29：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CR5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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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 iFinD，Wind，Bloomberg，中信建投 资料 ： iFinD，Wind，Bloomberg，中信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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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管和相关部门的更多投资指导意见 

第一，按 2020 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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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的主要投资方向为：1）加大 5G 建设投资，加快 5G 商用发展步伐，将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共

机构优先向基站建设开放，研究推动将 5G 基站纳入商业楼宇、居民住宅建设规范。2）加快基础材料、关键芯

片、高端元器件、新型显示器件、关键软件等核心技术攻关，大力推动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建设，积极扩大合

理有效投资。3）稳步推进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车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集成创新

和融合应用。4）加快推进基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围绕智慧广电、媒体融合、

5G 广播、智慧水利、智慧港口、智慧物流、智慧市政、智慧社区、智慧家政、智慧旅游、在线消费、在线教育、

医疗健康等成长潜力大的新兴方向，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推动中小微企业“上云用数赋智”，培

育形成一批支柱性产业。5）实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加快补全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短板，加强数字乡村产业体

系建设，鼓励开发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求的信息化产品和应用，发展农村互联网新业态新模式。6）实施“互联

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和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加快农业全产业链的

数字化转型。 

第二，按 2021 年以来的更新发展情况，进一步的前瞻新赛道和未来产业投资领域包括：量子计算机、新型

显示、脑机接口、6G 网络设备、超大规模新型智算中心和第三代互联网等，详见第四章未来产业。 

3.2 高端装备制造业 

（1）布局方向 

按最新部署，高端装备制造业，主要发展智能制造装备、轨道交通装备等，详见图表 30。 

相关的新赛道领域前瞻，主要领域是未来制造。按工信部等七部委相关表述，主要是：发展智能制造、生

物制造、纳米制造、激光制造、循环制造，突破智能控制、智能传感、模拟仿真等关键核心技术，推广柔性制

造、共享制造等模式，推动工业互联网、工业元宇宙等发展。 

图表 30：高端装备制造业：四级细分制造产业布局明细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国民经济细分制造行业）

2.1.1 机器人与增材设备制造 工业机器人制造；特殊作业机器人制造；增材制造装备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

2.1.2 重大成套设备制造

矿山机械制造；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深海石油钻探设备制造；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冶金专用设

备制造；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橡胶加工专用设备制造；塑料加工专用设备制造；木竹材加工机械制造；食品、酒、饮料

及茶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印刷专用设备制造；纺织专用设备制造；其他电子专用设备制造；拖拉机制造；隧道施工专用机械制造；

社会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制造；其他专用设备制造

2.1.3 智能测控装备制造

金属切削机床制造；金属成形机床制造；铸造机械制造；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机床功能部件及附件制造；其他金属加工机械

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实验分析仪器制造；试验机制造；供应用仪器仪表制造；其他通用仪器制造；其他专用仪器制

造

2.1.4 其他智能设备制造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生产专用起重机制造；生产专用车辆制造；连续搬运设备制造；其他物料

搬运设备制造；其他未列明通用设备制造业；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食品、酒、饮料及茶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农副食品加

工专用设备制造；纺织专用设备制造；机械化农业及园艺机具制造；其他农、林、牧、渔业机械制造；绘图、计算及测量仪器制

造；实验分析仪器制造；试验机制造；电子测量仪器制造；其他专用仪器制造；光学仪器制造

2.1.5 智能关键基础零部件制造
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液力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滚动轴承制造；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制造；机

械零部件加工；其他通用零部件制造；其他未列明通用设备制造业；微特电机及组件制造；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

2.1.6 智能制造相关服务 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

2.2.1 铁路高端装备制造 高铁车组制造；铁路机车车辆制造；高铁设备、配件制造；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件制造

2.2.2 城市轨道装备制造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

2.2.3 其他轨道交通装备制造
内燃机及配件制造；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制造；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件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变压器、整流器和电

感器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其他未列明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2.2.4 轨道交通相关服务 铁路运输设备修理

2、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

2.1 智能制造

装备产业

2.2 轨道交通

装备产业

 

资料 ：十四五规划，国务院，中信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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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入产出 

高端装备制造业，在目前版本的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中，主要涉及专用设备、仪器仪表部门等。如图表 31-

图表 34，可以发现，领域投入中的进口金额增速相对较快，高于国内投入和国内产出增速。 

（3）全球市值 

从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领域相关上市企业市值看，以沪深 300、标普 500、日经 225、英国富时 100、德国 DAX40

和印度 Sensex30 为例：1）近年的相关领域企业市值规模、市值权重和市值增速等指标，整体呈扩张和上行态

势，与实体部门生产扩张的方向一致；2）同时，跨市场和市场内的头部企业市值增长相对更加显著，或有一定

程度的先进产业领域的马太效应，需要进一步关注。 

 

 

 

图表 31：专用设备部门：投入产出 图表 32：专用设备部门：投入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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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iFinD，Wind，中信建投 资料 ： iFinD，Wind，中信建投 

图表 33：仪器仪表部门：投入产出 图表 34：仪器仪表部门：投入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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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管和相关部门的更多投资指导意见 

第一，按 2020 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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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装备制造

业的主要投资方向为：1）重点支持工业机器人、建筑、医疗等特种机器人、高端仪器仪表、轨道交通装备、高

档五轴数控机床、节能异步牵引电动机、高端医疗装备和制药装备、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

舶等高端装备生产，实施智能制造、智能建造试点示范。2）研发推广城市市政基础设施运维、农业生产专用传

感器、智能装备、自动化系统和管理平台，建设一批创新中心和示范基地、试点县。鼓励龙头企业建设“互联

网+”协同制造示范工厂，建立高标准工业互联网平台。 

第二，按 2021 年以来的更新发展情况，进一步的前瞻新赛道和未来产业投资领域包括：智能制造、人形机

器人和高端文旅装备等，详见第四章未来产业。 

 

 

图表 35：高端装备制造业：全球市值 图表 36：高端装备制造业：板块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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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 iFinD，Wind，Bloomberg，中信建投 资料 ： iFinD，Wind，Bloomberg，中信建投 

图表 37：高端装备制造业：市值增速 图表 38：高端装备制造业：CR5 增速 

-21.3%

12.7%

48.7%

13.6%

-24.7%

-5.8%

6.0%

-20.0%

27.5%

7.6%
16.7%

-3.4%

15.3%
4.4%

-24.5%

27.6%

14.3%
3.9%

-18.6%

18.2%
10.3%

-50.0%

0.0%

50.0%

100.0%

150.0%

200.0%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2月）

沪深300：高端装备制造：板块市值增速 %YoY 标普500：高端装备制造：板块市值增速 %YoY

日经225：高端装备制造：板块市值增速 %YoY 富时100：高端装备制造：板块市值增速 %YoY

德国DAX40：高端装备制造：板块市值增速 %YoY 印度Sensex30：高端装备制造：板块市值增速 %YoY

 

-21.2%

-3.5%

23.9% 27.4%

-15.9%

-0.3%

10.0%

-20.2%

21.0%

-6.8%

5.0% 2.9%
13.5%

0.6%

-13.1%

25.5%

12.4%
17.3%

-7.4%

30.2%

12.7%

-40.0%

10.0%

60.0%

110.0%

160.0%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2月）

沪深300：高端装备制造：Top5个股平均市值增速 %YoY 标普500：高端装备制造：Top5个股平均市值增速 %YoY

日经225：高端装备制造：Top5个股平均市值增速 %YoY 富时100：高端装备制造：Top5个股平均市值增速 %YoY

德国DAX40：高端装备制造：Top5个股平均市值增速 %YoY 印度Sensex30：高端装备制造：唯一成份股市值增速 %YoY

 

资料 ： iFinD，Wind，Bloomberg，中信建投 资料 ： iFinD，Wind，Bloomberg，中信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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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材料产业 

（1）布局方向 

按最新部署，新材料产业，主要发展先进钢铁材料、先进有色金属材料、先进石化化工新材料、先进无机

非金属材料、高性能纤维及制品和复合材料、前沿新材料和先进煤基化工新材料制造等，详见图表 39。 

相关的新赛道领域前瞻，主要领域是未来材料。按工信部等七部委相关表述，主要是：推动有色金属、化

工、无机非金属等先进基础材料升级，发展高性能碳纤维、先进半导体等关键战略材料，加快超导材料等前沿

新材料创新应用。 

图表 39：新材料产业：四级细分制造产业布局明细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国民经济细分制造行业）
3.1.1 先进制造基础零部件用钢制造 高性能轴承用钢加工；高性能齿轮用钢加工；高应力弹簧钢加工；高强度紧固件用钢加工；高性能工具模具钢加工；机床专用钢加工；线材制品用钢加工

3.1.2 高技术船舶及海洋工程用钢加工 高技术船舶用钢加工；海洋装备用钢加工

3.1.3 先进轨道交通用钢加工 车轮用钢加工；钢轨用钢加工；车轴用钢加工；转向架用钢加工；车体用钢加工

3.1.4 新型高强塑汽车钢加工 高强度汽车用冷轧板加工；先进超高强度板及其镀层板加工

3.1.5 能源用钢加工 核电用钢加工；超超临界火电用钢加工；高性能电工钢加工；电池壳用钢加工

3.1.6 能源油气钻采集储用钢加工 高性能油气钻采用钢加工；高性能油气输送用钢加工

3.1.7 石化压力容器用钢加工 高温压力容器用钢加工；低温压力容器用钢加工

3.1.8 新一代功能复合化建筑用钢加工 高强耐火耐候房屋建筑钢加工；桥梁用钢加工；沿海建筑用钢加工

3.1.9 高性能工程、矿山及农业机械用钢加工 高强钢加工；高耐磨钢加工

3.1.10 高品质不锈钢及耐蚀合金加工 高品质不锈钢加工；耐蚀合金加工

3.1.11 其他先进钢铁材料制造 高温合金制造；超高强度钢加工

3.1.12 先进钢铁材料制品制造 先进钢铁材料铸件制造；先进钢铁材料锻件制造；优质焊接材料制造；高性能丝绳制品制造；高性能金属密封材料制造；高品质不锈钢制品制造

3.2.1 铝及铝合金制造 新型铝合金制造；高品质铝铸件制造；高品质铝材制造；高品质铝锻件制造

3.2.2 铜及铜合金制造 新型铜及铜合金制造；高品质铜铸件制造；高品质铜材制造；铜合金锻件产品制造

3.2.3 钛及钛合金制造 高品质钛铸件制造；高品质钛材制造；高品质钛锻件制造

3.2.4 镁及镁合金制造 高品质镁铸件制造；高品质镁材制造；镁合金锻件产品制造

3.2.5 稀有金属材料制造 钨钼材料制造；钽铌材料制造；锆铪材料制造；其他稀有金属材料制造

3.2.6 贵金属材料制造 贵金属催化材料制造；新型电接触贵金属材料制造；电子浆料制造；高品质贵金属加工材料制造

3.2.7 稀土新材料制造 稀土磁性材料制造；稀土光功能材料制造；稀土催化材料制造；稀土储氢材料制造；稀土抛光材料制造；稀土陶瓷材料制造；稀土特种合金制造；特殊物性稀土化合物制造；高纯稀土化合物制造；高纯稀土金属及制品制造；稀土助剂制造

3.2.8 硬质合金及制品制造 超细晶硬质合金切削刀片类制造；超大晶粒硬质合金矿用合金制造；耐磨零件制造；硬质合金棒材制造；硬面合金与陶瓷粉料与丝材制造；其他硬质合金制造

3.2.9 其他有色金属材料制造 高纯金属制造；高性能靶材制造；粉末、泡沫及多孔材料制造；稀有金属涂层材料制造；锑系催化、阻燃材料制造；锡材料制造；锌及锌合金材料制造；薄膜材料（金属薄膜）制造

3.3.1 高性能塑料及树脂制造 工程塑料制造；高端聚烯烃塑料制造；其他高性能树脂制造；高分子光、电、磁材料制造

3.3.2 聚氨酯材料及原料制造 聚氨酯材料及原料制造

3.3.3 氟硅合成材料制造 合成氟树脂制造；氟制冷剂制造；其他含氟烷烃制造；有机硅环体制造；合成硅材料制造

3.3.4 高性能橡胶及弹性体制造 特种橡胶制造；氟硅合成橡胶制造；弹性体制造

3.3.5 高性能膜材料制造 水处理用膜制造；离子交换膜产品制造；特种分离膜制造；电池膜制造；光学膜制造

3.3.6 专用化学品及材料制造 专用化学品及材料制造；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专项化学用品制造；医学生产用信息化学品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3.3.7 新型功能涂层材料制造 涂料制造；油墨制造；颜料制造；染料制造；

3.3.8 生物基合成材料制造 单体材料制造；聚合物制造

3.3.9 其他化工新材料制造 二次电池材料制造；高性能有机密封材料制造；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制造；新型材料添加剂制造；煤基费托合成液体蜡制造；煤基费托合成高碳醇制造

3.4.1 特种玻璃制造 特种玻璃制品制造；技术玻璃制品制造

3.4.2 特种陶瓷制造 结构陶瓷制造；功能陶瓷制造

3.4.3 人工晶体制造 半导体晶体制造；其他人工晶体制造

3.4.4 新型建筑材料制造 水泥基材料制造；新型墙体材料制造；新型建筑防水材料制造；隔热隔音材料制造；轻质建筑材料制造

3.4.5 矿物功能材料制造 环境处置功能材料制造；节能、密封、保温材料制造；新能源材料制造；功能性填料制造；其他矿物功能材料制造；新型耐火材料制造

3.5.1 高性能纤维及制品制造 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高性能碳纤维及制品制造；石墨纤维制造；陶瓷纤维及制品制造；有机纤维制造

3.5.2 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制造 高性能热固性树脂基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热塑性树脂基复合材料制造

3.5.3 其它高性能复合材料制造 金属基复合材料制造；陶瓷基复合材料制造；碳碳复合材料制造；其他结构复合材料制造

3.6.1 3D打印用材料制造 金属增材制造专用材料制造；非金属增材制造专用材料制造；医用增材制造专用材料制造

3.6.2 超导材料制造 高场超导磁体用材料制造；超导电力用材料制造；超导电力及磁体材料制造

3.6.3 智能、仿生与超材料制造 智能响应材料制造；仿生材料制造；超材料制造

3.6.4 纳米材料制造 碳基纳米材料制造；无机纳米材料制造；金属纳米材料制造；高分子纳米复合材料制造；纳米催化剂材料制造

3.6.5 生物医用材料制造 生物医用材料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特种陶瓷制品制造；稀有稀土金属压延加工；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

3.6.6 液态金属制造 液态金属制造；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稀有稀土金属冶炼

3.7.1 专用化学品及材料制造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

3.7.2 先进煤基化工新材料制造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

3.7.3 高端煤基聚烯烃塑料制造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

3.5 高性能纤维及制品和复合材料

3.6 前沿新材料

3.7 先进煤基化工新材料制造

3、新材料产业

3.1 先进钢铁材料

3.2 先进有色金属材料

3.3 先进石化化工新材料

3.4 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

 

资料 ：十四五规划，国务院，中信建投  

（2）投入产出 

新材料产业，在目前版本的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中，主要涉及金属冶炼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部门等。如

图表 40-图表 43，可以发现，部分领域投入中的进口金额相对较高，增速也相对投入产出稍快。 

图表 40：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部门：投入产出 图表 41：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部门：投入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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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iFinD，Wind，中信建投 资料 ： iFinD，Wind，中信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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