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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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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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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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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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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九大战略新兴产业：板块主营相矣企业市值权重高清无水印

资 料 来 源 ：iFinD,        ,Bloomberg,

图表7:九大战略新兴产业：板块主营相矣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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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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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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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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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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我国三新经济GDP: 持续较快成长
资料来源： iFinD

图表12:我国三新经济 GDP: 增长场景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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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深度报告

以数字经济为例·其本身就是相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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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同样高度依赖相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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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使用            

投入            产出

部
门
名R 化学意 

鱼

本金属

矿物制

品

金图恣

5和8网

加工器

金属制 
品

通用设 

备
专用设 
备

交通运 
输设各

电气机

械和器

衬

监货设

算

机和翼

宝

子过备

仪器仪 
表

其他制 

造产品 

和废品 

废料

金  属

品、机

核和设

备做理

服务

中画例

计

进口

部门名称 代码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0 21 2 23 TIL TFL M

化学产品 12 528 40 62 43 91 13 356 560 757 124 78 3.92 3.174 17.096

书金属矿物制品 13 50 417 32 13 14 27 57 59 276 13 3 0 1,154 90 1.244

鱼理准练和压凝加工虽 14 127 55 TT 443 202 166 B36 859 229 16 28 14 7226 835 8,121
中 

 

间 
 

投 
 

入

进 

口 

品
金属制品 15 6 4 20 90 85 64 148 67 35 4 2 2 638 181 819



通用设各 16 28 12 25 48 1,042 443 1,018 144 B8 14 18 3.071 2,472 5.542

用 设 备 17 12 8 3 6 84 680 64 26 268 6 3 18* 4.3Zt 5.922

交理级输设新 18 0 0 0 9 28 2,322 2 1 0 10 2,531 15 6.074

电气机械和器材 19 6 3 1 6 218 203 838 1,342 B25 111 4 6 3.836 1,207 5.044

设备·开算植和其也电子位备 20 7 1 4 458 225 281 1,699 27.183 431 2 31,167 4,664 35.831

仪器仪表 21 21 15 6 7 120 222 270 132 373 617 13 17 2,962 1,422 4.384

其他制造产品和废品皮料 22 16 10 335 28 0 2 1 7 81 0 642 53 696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各修理服务 23 4 8 3 1 3 4 3 2 2 0 0 0 04 128 232

中间投入合计(进口品) 24 9.806 675 4,262 688 2,327 2,174 6,193 4.896 30,038 1,338 Z26 72 68.864 22,140 91,005

资料来源： iFinD    备注：表中数字单位为万亿元人民币，当年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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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表 1 4 : 2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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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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i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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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2020年全国投入产出表：部门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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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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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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16:2020年全国投入产出表：结构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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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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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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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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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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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航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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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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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9:我国的战略新兴产业：九大产业和三级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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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我国主要国力调查：人口、农业和经济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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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普查 2004年 2008年 2013年 2018年
2023年 
(开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表21: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战略新兴产业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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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表22:全球的产业发展竟赛：部分海外经济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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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增进

2019 《关国将主导未来产业》 √ 科研/教育 √

《未来产业法案》 √ √ 科研/教育 √

《关于加孩美国末来产亚领导地位的建改》 √ √ √ √

《研发预算优完事项和行动备要录》 √ √ √ √ √ 安全/科研

2020

《关键与辆兴技术国家战略》 √ √ √ √ √ 武器/衣亚 √

《美国就业计划》 √ √ √ √ √ √

《NSF未来法案) √ √ √

《无尽边福法案》 √ √ √ √ √ √ 料研7教育 √

2021

《基础设施授资与藏业法案) √ 基础设施 √

《美国竞争法案》 √ √ 科研/供应链 √

《通躲削减法案》 √ √ √ √ √
2022

《芯片与科学法》 √ √ √

《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规划》 √ 科研/教育 √

美国

2023

《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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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值链》 √ √ √ √ √ 产业硅 √

2020 《欧洲新产业战略》 √ √ √ √ √ √ √

2021 (工y5 . o》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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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繁

2024* 《欧洲国防工业战略》 √ 国防工业 √

日本
2020 《产业技术愿景》 √ √ 科研/教育 √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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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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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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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各机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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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汇总纳入相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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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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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二、当前产业渐属豌相兴领施的实体部门般入产出医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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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和空深相久产业领域的企业板块市位慢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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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四·主繁和极公部门的微激消寻宽见·主要国家发改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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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新一代信启技术产业

( 1 )布周方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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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聚28:新一代筋息预术产业：西级细分制造产业有局明细

霍引录 _题目桑 二级月录 四丝长象(刚比经济制分别途行业)

11.1网络设备制造

11.2新型计算机及信息终端设备制造

其他计算机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

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零部件制造，计算机外图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 
其他计算机制选，通信终端设备制造：需达及配套段备制适，其它电子设备制造

1 . 1 . 下 代 德 
息剧络产业

11.3信息安全设备制造 信息安全没备制迹

1.2.1新型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选

率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最：电子元紧件与机电组件没备制造；其他电子专用设部制造；电钱 
、电缆制造：光纤制造：电子真空器件制造：李导体分立举件制造，显示器件制造；半○号体 
照明器件制迹，光电子器件制迹：其他电子累件制造：电阻电存电感元件制设：电子一电路

制速：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制途，电声器件及零件制选，我他电子元样制途收下载高清为

1.2.2电子专用设备仪器制遗 电子测量仪器制造

2.3高储能和关键电子材料制选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选；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选：型科薄膜制造；特种玻璃韧造。抗 
术琥璃制品制选：特种陶瓷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核品制造：锂离子电池制选；镍氢电池制 
造.其他电池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1.2吨子楼心 
产业

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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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留能 13.1智能消费相关设备制造 可穿鼓智能设备制造：其他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代德 
息签术产业

1.4效字划意 
波术设普制选 14.1效字创意技术没备制造

电形机械制途：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及发射设备制造，广播电视扶收设备制造，专业音响设备 
制造；应用电视设备及其他广描电视设备制造：电视机制造：音响设名制选：其他智能 消费 
设备制选.

m 

水 印

N



资料来源：十四五规划，国务院，

( 2 )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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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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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统备

资料来源： iFinD

相项条.计复利和其他电子梁

资料来源：  i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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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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iFinD,     ,Bloomberg, 资料来源：  iFinD,,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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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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管和相矣部门的更多投资指导意见

第一·按2020年版《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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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母录 二级日装 三级日菜 四线目录(国度经济级分制造行业)

2.1.1机器人与增材没备副造 工业机器人制适，特殊作业机器人制运，增材制运装备制运。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

2.1.2意大域育没备制造

矿山机械制造，石油领采安用设备额造，深海石油钻探设备制造，建筑工程用机械额造，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治金专用没  备 

制击，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球胶如工专用收备制造，型料如工专用设各制造。本竹材加工机械制造、食品、消，饮料  及茶 

生产专用设备制选，你明专用设备制造，统识主用设备制造，其他电子专用设备制造，拖控机制击，随道施工专用机械制造。

性会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制造，其他专用没备制击

2.1.3智能测控装备制造
金属切别机乐制造，金属成形机床制造，陈造机械制选。金属切制及郑按设备制击，机床功能落件及附件制造，其他金国加工机械     制

诗

2.1.4其他智能设备制造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其他未列明金民制品制造，生产专用起重机制造，生产专用有辆积造。连续搬运设备制立，其他物科  搬 
运设备制志，其他末列明通用设备制违业，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食基、酒、饮料及茶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家则食基加 工专 
用设备制造，故织专用设备制志，机械化表业及园艺机具制造、其他表、热、牧、流业机城额选、给图、计算及测量仪器制

光学仪名湖记

2.1.5智桡关健基础零落件制造
领陈动力机械及元件制击，渡力防力机械及元件制造，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演动轴承制击，齿轮及齿轮减。变速和制造，机     树

军部性加工：其他通用在部性机支。其他末列明通用没备制动业，微拉虫机及组性制造、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成客制过

1   智馨制

结备产业

2.1.6智能制适相关服务 通坩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临理

2·高莲装备期 
信产业

2.2.1铁路高端装备制造 商铁车组制造，铁路机本不辆制达，高铁没备、配件制选。铁路专用没备及器材、配件副造



2.2.2城市轨逆装备制造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

23      
其他致道交通装备制造

内感机及配件制击，齿轮及齿轮减、变建格制造，铁斯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作制击，发电机及发电机短秘造。变历卷、整流器和电感 
器机造，电气位号设备装置制造，其他末列明电气机械及系材制造

2.2轨端交通

装备产业

2.2.4轨道交通相关服务 铁路运输设备怪理

资料来源：十四五规划，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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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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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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周设备

资料来源： iFinD

图表33:仪器仪表部门：投入产出

女用录

ao*tW

资料来源：  iFinD

图表34:仪器仪表部门：投入明细

仅办仪表

资料来源： iFinD

位器代

TaxBGOk118.com
预览与源文档一致，下载高清无水印

( 3 )全球市值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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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0 海 装 形 制 边 而 的 中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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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iFinD,      ,Bloomberg,

图表37:高端装备制造业：市值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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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iFinD,      ,Bloomberg,

图表38:高端装备制造业：CR5 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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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管和相矣部门的更多投资指导意见

第一·按2020年版《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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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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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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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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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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U T 分                          T

1.1气进解该材料

2光评有件备间材料

T*    ee

TmrTc**

】气谓石化生工新材解

1.4先进无机非意属材料

T

3.3高性单材维分解品和算省材料

4       材料

1.7类进煤基化工新材料额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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