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线城市如何布局
未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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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专栏作家 朱克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伴随技术革

命演进，全球和区域竞争格局持续调整。抢先布局未来产业已成为企业发

展壮大、产业迭代升级、城市换道超车的必由之路，也是后发城市实现高

质量发展、竞争力提升、现代化先行的关键变量。 

从全国来看，以成都、杭州、西安、武汉、青岛等新一线城市为代表

的后发城市应坚持以人为本，以战略眼光、前瞻思维和差异化策略，充分

整合运用“巧”实力，通过构建新赛道体系、着力新赛手培育、强化新赛

场建设，不断挖掘创新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彰显城市魅力。 

未来产业是转型升级关键变量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创新正重塑全球和区域竞

争格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当前，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为支撑的未来产业正

逐渐赋能各个领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加速迭代。 

未来产业和国家实力息息相关。纵观全球历史，不乏企业或国家是由

于抓住未来产业而成就的。 

以企业为例，三星电子因看准了方向，研发上大量投入，存储器、液

晶面板的全球占有率居高不下，长期稳居全球电子产业头部，也在很大程

度上成就了韩国；而诺基亚则因看错了方向，虽抓住通信产业发展机遇在

20 世纪取得巨大成功，却错失触屏手机时代而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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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国家何尝不是如此？英国曾因蒸汽机而崛起，美国则因信息技

术产业而强大，无不是各自时代抓住未来产业而成功的弄潮儿。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

近年来，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我国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国家大数据

战略、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量子科技

研究和应用前景等前沿科技成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内容。 

近年来，北京、河北、湖南、安徽、江西、四川等多个省市对未来产

业进行谋划，超前布局区块链、太赫兹、量子通信等未来产业链，前瞻布

局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机器人等未来产业，

实施未来产业培育工程等。 

各大城市竞相布局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例如，深圳早在 2017 年就

开始规划建设十大未来产业聚集区，重点在 5G、人工智能等领域进行前沿

技术创新；上海于 2020 年 5 月正式施行《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条例》，目标直指“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以布局新赛道引领新经济发展 

在全国范围内，以成都、杭州、西安、武汉、青岛等新一线城市为代

表的后发城市大有百舸争流之势，其中成都是率先旗帜鲜明将发展新经济、

培育新动能作为城市发展战略的新一线城市。 

作为成都新经济战略顾问，笔者见证了这座城市自 2017 年以来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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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发展与成长，并于 2019 年牵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门组织召开

了主题为“新经济新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的高端研讨会。我们邀请到林毅

夫、王一鸣等著名经济学家以及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等部委相关

负责人同成都市领导深入交流，与会专家对成都新经济发展成果予以肯定，

同时为推动成都新经济城市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思路。 

近年来，成都持续发布城市机会清单，推进“场景营城”实践，一步

步将发展新经济从理念和蓝图转换为可操作落地的政策体系。通过发布城

市机会清单，不直接指定倾向性的产业路线，而是以新思维和新应用场景，

引导市场上优秀的要素聚集到新经济领域和新产业赛道，或者运用创新模

式改造存量产业。 

随着新赛道成为企业发展壮大、产业迭代升级、城市换道超车的必由

之路，成都提出要坚持以布局新赛道塑造未来竞争优势，以战略眼光和前

瞻思维加快新赛道布局、新赛手培育、新赛场建设，全面提高产业竞争力，

并作出全面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构建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的决定，

明确到 2025 年，将培育 2 个万亿级产业集群、10 个以上千亿级产业集群、

10 个以上产业地标，推动现代产业体系迈入全球价值链高端。 

从新赛道、新赛手、新赛场“三新”三位一体的逻辑出发，新赛道被

定义为以新技术或新模式为核心竞争力，具有引领性发展、颠覆性创新、

爆发式成长特性，分工更细、技术更高、迭代更快、更利于形成优势的新

兴产业或细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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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革命加快演进、城市竞争格局加快调整的背景下，新赛道已成

为包括成都在内的后发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竞争力提升、现代化先行的

关键变量。 

对成都而言，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的总体谋划，离不开以技术突破驱

动先进制造业升级、以模式创新促进现代服务业壮大、以科技赋能提升都

市现代农业质效、以布局新赛道引领新经济发展、以绿色科技促进生产生

活低碳转型等多重视角。 

其中，以布局新赛道引领新经济，包括构建新赛道体系、着力新赛手

培育、强化新赛场建设三个方面：一是紧扣产业规律、城市功能和科技变

革，构建新技术、新生物、新能源、新制造、新生活等新赛道体系；二是

不断加强新赛手培育，加快培育一批平台型龙头企业和新经济“城市合伙

人”；三是进一步深化场景营城理念，推动新赛场场景建设。 

新一线城市应当用好“巧”实力 

以成都、杭州、西安、武汉、青岛等新一线城市为代表的后发城市，

在促进“三新”发展方面应当用好自身的“巧”实力，同时借鉴其他城市

相关经验并活学活用，加快成为新经济话语引领者、场景培育地、要素集

聚地和生态创新区。 

一是立足区域特色，布局新赛道。 

秉持产业生态圈理念，可在顶层设计上总体统筹布局城市“三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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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基于各自区域文化等特色突出差异化定位。建立新赛道企业培育库。

激励基层比学赶超，定期开展拉练活动，观摩交流先进经验和做法。营造

干事创业氛围，在举办峰会、论坛的基础上，一方面，在基层宣传“三新”，

让公众从中有更多获得感；另一方面，举办“三新”评选等活动，发挥优

秀人物和创新企业的带动作用。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培育新赛手。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全面实施新赛手培养工程，在通过专项人才计

划（如成都的“蓉漂计划”）等措施大力引进人才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

本地干部和企业家的培养，加快培育一批平台型龙头企业和新经济“城市

合伙人”。通过定期的专题讲座、沙龙、培训班、考察等方式，组织干部

和企业家开展交流学习，提升新经济专业素养。同时加强招才引智，与国

家高端智库以及市场化的新经济智库平台进一步开展深度合作，共同促进

和推广新经济发展的城市实践。 

三是深化场景供给，建设新赛场。 

新赛场是场景营城的创新载体。打好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两大要素组

合拳，打造若干个最适合功能区主导产业发展的赛场场景，搭建产业爆发

新生态载体，优化场景供给流程，形成产品接入、场景实测、推广示范的

全流程场景生长链条，加速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此外，在城市治理层

面，充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5G、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以数据驱动治理模式创新，搭建多方共同治理平台，以高效能治理助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5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