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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

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

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

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并且强调“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

经济上”。 

11 月 7 日、8 日，中共西安市委、西安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7 年全球硬科技创新大会”在西安隆

重召开。会上首次发布了《中国硬科技领域白皮书》，该白皮书从“硬科技”是什么、到底“硬”在哪

里、现有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等方面对硬科技进行了全面解析。 

1 硬科技理论的概念及范畴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博士意识到世界经济形势已经开始转变，中国的人

口红利不再持续，正在由原来的“人口红利”转向“技术创新红利”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

2010 年由米磊博士提出了“硬科技”的理念 “比高科技更加核心、更加高精尖的原创性技术”。 

“硬科技”这个名称体现了很深的中国思维，“硬”在中文语义中不单指坚固，更是能力强，质量

强、刚强有力的内涵。其英文翻译“Hard & Core Technology”也从词源上强调了科技的核心发展程度，

而非单纯的难易程度，更表示了这一阶段科技发展的实质。 

硬科技主要包括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光电芯片、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

造八个领域。以自主研发为主，需要长期研发投入、持续积累形成的高精尖原创技术，具有较高技术门

槛和技术壁垒，被复制和模仿的难度较大，有明确的应用产品和产业基础，对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引

领和支撑作用，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动力和源泉。 

硬科技区别于由互联网模式创新构成的虚拟世界，属于由科技创新构成的物理世界。像互联网一样

的模式型创新主要基于某项产业进行展开，由于产业基础比较单一，在今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回报

率也将逐渐减少。而由硬科技所引导的科技型创新是在产业基础的层面上寻求突破，不但在所属领域将

会有所突破，在相关产业中也将会起到连带作用，同时也带来了更多模式创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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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硬科技产业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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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经济发展脉络，科技中

心一直是支撑经济中心地位转移的强大力量。中国制造 2025、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德国工业 4.0 战略，

都预示科技创新带动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

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

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科技融合、产业融合

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我国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高度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且不断加大在科研领域资金的投入。

2015 年中国科研人员已达到 152.4 万人，并保持 3%左右的增速。科研经费投入达到 1.4 万亿人民币，

占 2015 年全球科研经费的 20%。全国各大城市、中科院围绕硬科技八大领域积极设立国家级以及地方

级科技投资基金，总规模超数千亿元。 

我国不但科研投入力度大，科研成果的产出也居全球前列。2007-2015年间，中国新发明专利的数

量已从 2007年的 15.3万件增长至 96.8万件，年均增长率保持 25%的高水平。在 2017年由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评选出的“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中，中国成为唯一进入前 25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作为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的领域，信息网络、生物科技、清洁能源、新材料与先进制造等正孕育一

批具有重大产业变革前景的硬科技。硬科技领域内，人工智能方兴未艾，政策关注度和投资热度持续，

市场空间广阔；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均属于国家重点

发展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基因测序、脑科学、生物合成技术、工业互联网、

3D打印等相关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前景巨大；石墨烯、碳纤维等多类重点新材料的替代利用，风能、太阳

能、页岩油气等新能源的规模化应用，将对社会化生产中的基础原材料和动力系统带来重要变革。先进

制造正向结构功能一体化、材料器件一体化方向发展，极端制造技术向极大（如航母、极大规模集成电

路等）和极小（如微纳芯片等）方向迅速推进。人机共融的智能制造模式、智能材料与 3D 打印结合形

成的 4D 打印技术，将推动工业品由大批量集中式生产向定制化分布式生产转变，引领“数码世界物质

化”和“物质世界智能化”。这些硬科技将不断创造新产品、新需求、新业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前所

未有的驱动力，推动经济格局和产业形态深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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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分析 

2016 年 3 月，AlphaGo 和李世石的“惊世对决”，更是瞬间引爆公众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快速认知

和广泛关注，将普通公众带入科技最前沿；2017 年 5 月，AlphaGo 和柯洁的人机大战三番棋局，以三

连败收官，更是将普通公众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概念及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宽泛。从研究目标和方向上看，

人工智能的目标是生产出能够模拟人类意识、思维过程，并且能够以人类智能的相似方式做出反应的智

能机器，其核心研究方向包括含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等。 

3.1  人工智能领域前沿技术 

借助于计算机硬件性能突破以及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当前全球人

工智能研究和应用进入新高潮，以智能算法、深度学习、增强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处于创新前沿，

并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信息技术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 

 深度学习1 

深度学习的概念由 Hinton 等人于 2006 年提出。基于深度置信网络

(DBN)提出非监督逐层训练算法，为解决深层结构相关的优化难题带

来希望，随后提出多层自动编码器深层结构。此外 Lecun 等人提出

的卷积神经网络是第一个真正多层结构学习算法，它利用空间相对关

系减少参数数目以提高训练性能。深度学习再某种意义上是深层人工

神经网络的机器和软件重建，具有灵活通用的建模能力和快速有效的

训练算法，使得以数据驱动的方式解决复杂模式识别问题成为可能。 

 

                                                   

 

1科技类图片来源于《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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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学习 

增强学习是一种人工智能方法，能使计算机在没有明确指

导的情况下像人一样自主学习，感知环境中的状态信息，

搜索策略并做出最优选择。在完成一次学习过程后，进入

下一轮的学习训练，重复循环迭代，直到满足整个学习的

条件，终止学习。 

如果机器能够自主通过环境经验磨练技能，自动驾驶汽车

以及其他自动化领域的进展速度将会大大提升。 

3.2  人工智能领域产业链划分 

人工智能的产业链一般根据所在领域发挥的作用进行划分，主要分为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三个

层次。其中，基础层是整个产业的基础，主要是研发硬件及软件，如芯片、传感器、数据资源、云计算

平台等，为人工智能提供数据及算力支撑；技术层是产业的核心，主要是研究各类感知技术与深度学习

技术，并基于研究成果实现人工智能的商业化构建；应用层是产业的延伸，主要将各类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到实际细分领域，实现向各传统行业的渗透，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具体需求。  

图 1  人工智能产业链整体框架 

资料来源：清科研究中心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在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之际，各大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也争相进场。目前，中国人工智能领域

的典型企业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以 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其中，百度布局较为全面，包括度秘、百度外卖、无人驾驶

汽车；腾讯重点在 AI商业化服务和平台开发；阿里 AI布局重点关注云计算与机器人技术在电商业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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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48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