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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主要国家未来产业的部署 

□ 江苏省成立科技资源统筹服务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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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国家未来产业的部署 

美国，以新兴技术群突破未来产业发展。主要措施：1. 

加大对新兴技术群投入；2. 统筹协调政府各个部门力量；

3.设立未来产业研究所，创建新的技术管理机构；4. 加强

人才培养，如投入 150 亿美元建立 200 多个英才中心。日

本，以“社会 5.0”牵引未来产业发展。主要措施：1. 推进

知识产权战略和国际标准化战略；2. 加强超智能社会服务平

台建设和基础技术研究；3. 在国家战略特区开展先行先试和

事后监管，推进规制改革和简化行政程序；4. 提出科技人才

需求；5. 加强官民合作。英国，以应对未来挑战为导向发展

未来产业。主要措施：1.人才培养，投资 8400 万英镑用于

计算机教学，投资 5 亿英镑建立 15 条新的技术教育路线

等；2.投资超过 10 亿英镑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等；3. 加强

产业界合作。法国，以未来投资计划牵引未来产业发展。主

要措施：1. 总理府直接领导投资总署；2. 加强创新基础设

施建设；3. 推动成果转化，设立技术转移公司、成果转化

基金、创新示范项目等；4.发布未来工业标准战略、灵活多

元的资助模式、公私合作机制等。主要国家未来产业部署情

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国家未来产业部署情况 
国家 时间 报告/法案/计划/项目 部署领域 

美国 2019  《美国将主导未来产业》 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量子信息科学和 5G通信技术 

2019  《2022 年财年研发预算优
先事项和全局行动备忘录》 

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先进通信网络、相关计算生态
系统、相关自主驾驶和远程驾驶 

2021  《美国就业计划》 半导体、先进计算、先进通信技术、先进能源技术、清洁
能源技术和生物技术等 

2021 《无尽前沿法案》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高性能计算、半导体、先进计算机
软硬件、量子计算科学与技术、机器人、自动化与先进制
造、先进通信技术与沉浸技术、生物技术、医学技术、基
因组学与合成生物学、数据存储和管理、先进能源技术、
电池与工业能效、先进材料科学等 

2021 《NSF未来法案》 量子信息、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网络安全和先进制造 

日本 2017 《未来投资战略 2017 年为
实现“社会 5.0”的改革》 

生命健康、世界领先的智能供应链、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
金融技术创新及应用、能源与环境、机器人革命与生物材
料革命、新型居住生活服务市场 

2016、
2017 

《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
2016》《科学技术创新综合
战略 2017》 

16 个系统和数据库（包括能源价值链最佳化系统、地球
环境信息平台、基础设施高效维护更新管理系统、抗灾社
会强固系统等），新型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
和超分散信息处理等） 



 

 

 

2017 《新产业结构蓝图》 自动驾驶汽车、原创新药、尖端材料制造、生物能源、个
性化医疗药品、智能化授信等 

2020 《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
2020》 

公共卫生、人工智能、超算、大数据分析、卫星、智能实
验室、远程商业、低能耗技术、清洁能源、生物技术等 

英国 2017 《产业战略：建立适应未来
的英国》 

人工智能与数据经济、未来交通，老龄化社会、清洁增长 

法国 2015 “未来工业计划” 新资源、智慧城市、绿色交通、未来运输、未来医学、数
字经济、智能设备、数字安全、健康的食物 

2021 第 4期“未来投资计划”中
的“加速战略” 

健康、生态和能源转型、数字技术 

（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刊  作者：周波、冷伏海、李宏等） 

 

江苏省成立科技资源统筹服务共同体 
 

11 月 30 日，江苏省科技资源共享季在南京成功举行，

标志着江苏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共同体正式成立。首批加入

的共同体成员单位主要以专业化服务机构、高校院所及金融

创投机构为主，覆盖科学仪器、检验检测、创投融资、知识

产权、成果评价等多个领域。共同体按照“1+N+X”模式建设，

以企业创新需求为导向，构建以省统筹平台及区域站点为“核

心层”，搭建资源和需求对接平台；高校院所等科技资源拥有

单位为“基础层”，提供科学仪器、科学数据、科技成果等资

源；金融、知识产权等专业化服务机构为“专业层”，根据不

同门类提供特色化、专业化服务产品。所有创新主体既是资

源的提供方，也是资源需求方。共同体运用市场化手段引导

专业机构和战略投资者积极参与，突出金融、技术、数据等

多重力量加持，加强服务模式与协作机制创新，合力打造具

有江苏特色资源共享服务品牌。未来，共同体还将推动建设

江苏省科学数据中心，开发科技资源数据服务工具产品。 

（来源：科技日报、江苏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中心） 

 
长沙市启动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2 月 10日，2021 中部（长沙）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开

幕，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吴桂英宣布该市正式启动

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中心，这是全国第五家、中部第一家国家



 

 

 

科创中心。 

开幕式上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和“十大重大科技创新

标志性项目”。《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两个阶段发展目标，

即到 2025 年，协同创新四大板块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十个

重大科技创新标志性项目实现重大突破；到 2035 年，建成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十大重大科技创新标

志性项目” 将按“1-2-4-3”实施：“1”将岳麓山实验室

纳入国家实验室建设行列；“2”争取大飞机地面动力学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和极端环境电能变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2个

国家大科学装置；“4”建设岳麓山（工业）创新中心、战

略性稀有金属矿产高效开发与精深加工技术创新中心、人工

智能创新中心、先进运载装备与材料技术创新中心等 4大创

新中心；“3”是与北京大学共建计算与数字经济研究院、

与吉林大学共建汽车创新研究院、与湖南大学共建半导体技

术与应用创新研究院等 3 个新型研发机构。 
（来源：新华网、科技日报、长沙新闻广播） 

 

▲ 中国“人造太阳”运行时间突破千秒，创造新纪录（来

源：澎湃在线）。12 月 30日，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离

子体物理研究所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
变实验装置（EAST）实现 1056 秒的长脉冲高参数等离子体

运行，这是目前世界上托卡马克装置高温等离子体运行的最

长时间。EAST是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拥有类似太阳的核聚变反应机制，用来探索核聚变能源

应用。至此，EAST 上已分别实现 1 兆安的等离子体电流、电

子温度 1 亿摄氏度的等离子体、1000 秒的连续运行时间，全
面验证了未来聚变发电的等离子体控制技术，从而推动聚变

发电向工程应用大步迈进。 

报：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  

送：各市政府，省直有关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开发园区， 

各市科技局、招商局，高新技术企业 

安徽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省科学技术档案馆）编印    2021 年 12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