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局未来产业 总书记多次提到这个关键词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积极

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概念首次提及，令人耳目一新。

2023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再次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

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进入 2024 年，各地在部署新年工作时都把加快培育新产业、

发展新质生产力放在重要位置。那么，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

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已经成为培育发展新动能

的重要方向，逐渐走入我们生活。

在深圳人才公园，一架无人机降落在外卖柜上方，通过精准

定位系统将外卖投入柜中，供顾客自助拿取。

在我国西部某地，伴随着“嗡嗡”声，一架架搭载着新鲜松

茸的无人机腾空而起，原本人工背下山需要一到两小时，现在无

人机运送只需要 15 分钟到半个小时。

在一些偏远地区，支线无人机已经代替人工设立站点的运营

方式从事各项工作。



专业人士分析，低空经济蕴含无限可能，低空不仅可以建成

交通系统，甚至可以建成工业系统。

放眼全国，多地已经把低空经济视为“新赛道”。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我国有十多个省份将低空经济、通用航空等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海南省近期发布全国首张省域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

域图，广州市的通航企业获得全球首张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系统

型号合格证，安徽省则刚刚规划了以合肥为中心的通用航空“一

小时通勤圈”雏形。

未来，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将会越来越多样，通用机场、航

空园区、航空小镇、无人机基地、飞行营地等将星罗棋布，我们

的天空也会更加繁忙。

商业航天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技术含量高、富含创新驱

动，每年都有很多颠覆性的技术和科技创新在这个领域集中涌现。

卫星、火箭、发射场是构成航天产业的硬件基础，但商业航

天的产业链条远不止于此。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各行业、

各领域对商业卫星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

2023 年 11月，商业卫星“涪城一号”为四川省绵阳市涪城

区拍下一张卫星图，运营团队从这张图上发现涪城区主城区的建

筑和楼房的沉降有 21 个风险点。

2023 年底，当地组织第三方鉴定机构和卫星监测技术人员，

对 21 处风险点位进行逐一现场复核。这是绵阳市涪城区将卫星



遥感技术应用在建筑物安全监测上的首次尝试，未来，类似这样

的卫星应用将会在我们的生活中频繁出现。

近年来，我国商业航天发展势头迅猛，仅 2023 年就将 270

颗卫星送入太空，其中 137颗是商业卫星。据专家分析，未来 5

年，我国在轨运行的商业卫星将超过 1200 颗。

商业航天的发展将会给人类科技发展、社会发展等带来翻天

覆地的变化，成为未来经济发展中最闪亮、最耀眼的一颗明星。

为了抢抓商业航天发展重要机遇，北京、西安、深圳、上海、

武汉、宁波等地纷纷出台促进商业航天发展的相关行动计划或配

套政策，加快航天全产业链布局。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和成本逐渐降低，商业航天将为我们的生

产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和福祉，也为人类探索太空、实现太空梦提

供更多机会和可能。

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被认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制

造业则是人工智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最重要的领域。

位于江苏省江阴市的“兴澄特钢”是全球特钢行业首家“灯

塔工厂”，被称为世界最先进的工厂。这里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和

高精度感应仪器的结合，解决了特钢行业多品种、小批量与规模

化生产之间的矛盾，每年可以生产 690 万吨特殊钢材，使企业定

制化订单数量提升了 35.3%。



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和通用技术，人工智能被称为形

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抢抓机遇，从

国家战略层面部署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居

世界首位，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 5000亿元，企业数量超 4400

家。工业质检、知识管理、自动驾驶、语音交互……我国人工智

能应用正向纵深演进。

眼下正值春运，国铁南宁局南宁南车辆段的检修车间一片繁

忙。副工长林星一天的工作量是要检测 30 多辆货车转向架的枕

簧，要检测的枕簧数量达三四千个，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现在，他有了一个新助手——枕簧智能检测选配机器人。这

个新助手采用了多项人工智能技术，能够精密计算分析枕簧的直

径、高度等信息，快速定位不合格的枕簧，高效完成任务。

机器人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

领域。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迅猛，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全

球第一，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到每万名工人 392台。随着大模型

等多项技术发展成熟，代表工业机器人升级方向的人形机器人已

成为打造未来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热门领域，并且有望成为

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的又一颠覆性产品。

生物制造融合了生物学、化学、工程学等多种技术，具有清

洁、高效、可再生等特点，市场规模将达到万亿级别，是世界各



国竞争的热点领域。我国也把生物制造列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视其为提升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产业是经济之本，是生产力变革的具体表现形式。众所周知，

我国是工农业大国，资源消耗多，能源排放量大，有必要也有条

件通过生物制造等先进技术手段来化解这一难题，变废为宝。

生物乙醇俗称酒精，传统生产方式主要是通过发酵玉米、小

麦等富含淀粉的粮食得到糖，再利用糖生产乙醇。这种技术的优

点是难度小，易实现，缺点是粮食消耗大，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如今，经过十多年努力，我国实现了利用秸秆生产糖，再用

糖生产乙醇技术上的突破。虽然目前该技术需消耗约 15 万吨秸

秆才能产出 3 万吨乙醇，但由于我国秸秆产量大，如果这项技术

全面推广，也将是对传统技术的一次重大革命。

据预测，目前全球生物制造产值接近 30万亿美元。作为新

质生产力，生物制造产业商机无限，而我国生物制造核心产业增

加值目前只占工业增加值的 2.4%，提升空间非常大。

放眼未来，随着生物技术进一步取得突破进展，生物制造还

有望向采矿、冶金、电子信息、环保等领域拓展，发展前景十分

广阔，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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