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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形势与 2015 年展望 
张振翼 钟晨 朱蕊* 

 

摘要： 

2014 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快于经济总体，继续在稳定经

济增长、促进转型升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中，节能环保、生物以及新材料等产业保持

了较快增长；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平稳增长；而新能源以及新能源汽车等前期面临一定困

难的产业发展形势进一步好转；高端装备制造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有效增强了我国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但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海外市

场不够稳定，创新环境不够完善以及融资存在较大困难等问题。2015 年，在经济形势总体

平稳、大量扶持政策等影响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望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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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4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发展形势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好于经济总体。2010 年以来，受国际经济不佳以及国内经济结

构调整等因素影响，我国 GDP 增速从 2010 年一季度的 12.1%持续回落至 2014 年三季度的

7.3%，在各主要经济指标均不断回落的同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也出现较大幅度下

滑，但增速高于经济总体，成为稳定我国经济的重要稳定器和增强器。从上市公司数据来

看，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营收增速呈现出快速下滑趋势，但增速总体上高于上市公司

总体，2014 年 1-6 月，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A 股）营收总额达 8547.1 亿元，同比

增长 15.2%，高于 A 股上市总体增速 8.8 个百分点（见图 1）。从行业经济统计数据来看，

2014 年 1-8 月，节能环保、生物、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新能源等领域 20 个重点行业（不

完全统计）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0%，显著高于工业总体 8.3%的

增速，同期 20个重点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工业企业总体的比重较 2013年 1-8月提升了 0.7

个百分点，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经济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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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效益良好。2014 年 1-8 月，20 个重点行业利润总额达 6738.3 亿元，同比增长 22.1%，

明显高于工业总体 10.0%的增速。 

 

 

 

 

 

 

 

 

图 1 2010-2014 年战略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同上市公司总体营收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国家信息中心。 

 

二、2014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七大领域发展形势 

（一）节能环保产业 

2014 年,在各项节能环保政策的带动下,节能环保产业规模继续扩张，延续了良好的发

展势头。其中，环保产业保持了强劲发展势头，1-8 月，环保专用设备和监测仪器行业主

营业务收入达 1692.4 亿元，同比增速达到 24.4%；在《2014-2015 年节能减排科技专项行

动方案》、《2014-2015 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等政策的带动下，节能产业发展成

绩显著，上半年全国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4.2%，碳排放强度下降 5%左右，是多年来降

幅最大的；资源循环利用领域，1-8 月废弃资源综合利用行业主营收入达 2315.7 亿元，同

比增长 14.1%，较 2013 年同期提升 4.6 个百分点。 

（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2014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施了一系列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等提质增效举措，为

产业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产业总体保持了平稳发展态势，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与软件

两大主要产业平均增速为 15.6%。 

电子信息制造业：1-8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高出工

业平均增速 2.7 个百分点，实现销售产值 64230 亿元，同比增长 9.7%，其中，通信设备制

造业在 4G 产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保持了较快增速，1-8 月销售产值同比增长 15.9%，高出

电子信息制造业总体 6.2 个百分点；受主要贸易伙伴东南亚国家电视升级换代需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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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视听行业出口回暖，1-8 月家用视听行业实现出口交货值 2278 亿元，同比增长 8.3%。 

软件产业：1-8 月，软件业务实现收入 23248 亿元，同比增长 21.5%，保持了快速增

长态势。 

（三）生物产业 

2014年以来，在国内宏观经济增长放缓的大环境下，生物产业相对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

1-8月，医药制造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医疗仪器设备及器

械制造同比增长 15.6%，均大幅高出工业平均 7.6%的水平。但从产业内部发展趋势来看，受医

保控费扩大实行范围、实施新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等影响,生物产业整体发展速度

趋缓，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增速下滑，利润率水平不断下滑。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

造利润总额增速已降为个位数，1-8月累计同比增速仅为 5.6%，低于工业平均水平；医药制造

业 1-8月利润总额增速比去年下降 5个百分点。从出口和投资来看，据医药工业协会数据统计，

医药出口仍不乐观，1-8月医药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 1125.8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速依然较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趋下降，1-8月医药制造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268亿元，

同比增长 16.8%，较上年全年 26.5%的增速下降 9.7 个百分点。 

（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带动下，在加快推进铁路建设、高铁“走出去”战

略等政策引导下，2014 年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总体保持快速增长，发展动力十足。具体来看，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实现明显反弹，1-8 月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主营收入达 2350.7 亿元，

同比增长 41.6%，较去年同期提升 50.4 个百分点;航空、航天器及设备行业保持较快增长，

但增幅回落。2014 年上半年，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行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422.1 亿元，

同比增长 14.5%，增幅较 2013 年同期回落 7 个百分点；海洋工程装备行业增长加快，1-8

月海洋工程专用设备制造行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574 亿元，同比增长 14.7%，增幅较 2013

年同期提高 9.2 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新签各类海洋工程装备 81 艘(座)，接单占比居全

球第一。智能装备制造行业高速发展，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不断增长，已成为世界上

增长最快的市场，据预测，2014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2.8 万台左右，与

日本并驾齐驱。 

（五）新能源产业 

2014 年，《关于进一步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有关政策》、《全国海上风电开发建设方案

（2014-2016）》等一系列支持政策相继出台，产业环境持续改善，市场需求不断回升，新能源

产业发展持续向好。具体来看，光伏产业发展延续了 2013年下半年以来的回暖态势，1-8月，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主营业务收入达 2675.3亿元，同比增长 21.9%，较去年同期提升了 14.9

个百分点。地方对光伏应用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光伏并网环境不断改善，数据显示，1-8 月太

阳能发电主营业务收入增长达 60.3%，同时，国际贸易摩擦的妥善处理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

产业的增长态势，带动企业经营状况持续好转，1-8 月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企业亏损面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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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期缩减 7.7 个百分点，下降为 28.7%。得益于“三北”地区“弃风”限电问题的缓解和低

风速地区风电开发步伐加快，2014 年风电产业继续回暖，行业总体处于加快复苏的态势。1-8

月风能原动设备制造主营收入同比增长 35.2%，较去年同期提升 23.0个百分点。中国风能协会

调研数据显示，2014 年上半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717.5 万千瓦，同比增长 30.37%，预计

全年的新增装机容量水平将超过既定目标 1800万千瓦。 

（六）新材料产业 

近年来在国家有关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和材料技术的迅猛发展下，我国新材料产业保持了快

速增长态势，市场规模增速一直保持 20%以上。2014 年，新材料产业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稀

土功能材料、先进储能材料、光伏材料、有机硅、超硬材料、特种不锈钢、玻璃纤维及其复合

材料等新材料的产能继续位居世界前列；新材料产业体系进一步完善，初步形成了包括研发、

设计、生产和应用，品种门类较为齐全、产业技术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节能减排成为新材料

产业发展的突出特色，面对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压力，新材料产业加快调整产品结构，加大绿色

环保材料的开发与应用，把生态环境意识贯穿于产品和生产工艺设计中，并不断提高资源能源

利用效率，降低材料制造过程中的环境污染。 

（七）新能源汽车产业 

2014 年，在多项利好政策的刺激下，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今年以来，国

家层面接连出台加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相关政策，不仅免除新能源车购置税，而且政

策要求各地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建设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另外，就充

电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国家电网也首次放开市场准入条件，允许社会资本对分布式电源

并网、电动汽车充换电实行市场开放，抽水蓄能电站、调峰调频储能等项目投资开放。1-8

月，新能源汽车累计生产 31137 辆，同比增长 328%。其中，纯电动乘用车生产 16276 辆，

同比增长近 7 倍，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生产 6621 辆，同比增长近 12 倍；纯电动商用车

生产 3079 辆，同比增长 55%，插电式混合动力商用车生产 5161 辆，同比增长 91%。 

三、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发展势头良好，但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国际市场风险大、创

新环境不够完善、融资困难以及人才资源缺乏等问题。 

一是国际市场风险仍然较大。首先是国家层面通过各类非关税壁垒阻挡我国新兴产业产品

出口，如“双反”调查仍旧频频出现。2014年，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等国先后对我国光伏产

品提出“双反”调查，对企业造成较大不良影响。其次国外媒体夸大宣传，引导消费者抵触中

国产品。如国外媒体对我国乙肝疫苗事件大肆宣传，引发中国疫苗质量信任危机，直接导致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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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科兴生物在土耳其的相关订单被废标。 

二是创新环境不够完善。当前，各类创新成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不断涌现，但体制

机制、市场环境等因素限制了创新成果的开发及应用。首先，体制机制阻碍了企业创新意

愿及效率，例如，生物领域中产品注册审批周期过长,且不确定性较大，加大了企业产品

创新的风险，减弱了企业对于创新的投入意愿。其次，市场环境对创新产品接受度低,影

响了创新的大规模产业化。如国内大批首创产品在国内得不到应用，反而需要现在国际市

场打开销路后再返销国内。又如，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领域，部分企业采取低质低价恶意

竞争的策略抢夺市场份额，对领先电池企业的创新发展带来较大威胁。 

三是资本市场不完善，新兴产业企业融资困难。首先新兴产业企业由于其轻资产、风险大

等特点，长期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其次，我国 A股市场上市条件严苛，大批新兴产业

企业难以满足资本市场现行上市规则，且等待时间长，不确定性大，导致大批新兴产业企业只

能赴海外上市融资，一方面优质资产大批流向海外，另一方面也影响我国的资本安全，如阿里

巴巴刚刚在美国上市并成为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公司。最后商业银行反应滞后，存在对新兴产业

不加区分收紧贷款的现象，影响健康产业的正常发展。如分布式光伏产业，虽然国家发布了针

对分布式光伏的扶持政策和融资支持措施，但由于光伏产业整体已被打上“过剩”标签，银行

信贷对光伏行业全面收缩的态度并未扭转，分布式光伏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四是人才资源缺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高度依赖于人才资源，但是国内人才资源较

为匮乏，尤其是高层次领军人才和创新型人才高度缺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国内

教育体系不够完善，复合型人才培育机制与文化缺失。其次现有体制机制存在问题，使得

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不高。如部分城市依然存在着对外来人才在户口、社保、医疗等方面

的严格政策限制，大大限制了人才的自由流动。最后，我国还缺乏对创新型人才的有效激

励机制，如国家机构科技人员普遍难以分享自身创新成就带来的收益，使得相关人才的创

新积极性不高。 

四、2015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形势展望 

2015 年，在我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的情况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稳定经济增长

方面的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在政策利好、热点领域保持快速增长、创新发展能力不断

增强等多重因素带动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望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对全

国 1360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进行的景气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对 2014 年前三季度本产业

发展总体保持了持续乐观的态度，且各季度对本产业发展持乐观态度的企业占比分别为

49.5%、56.3%和 62.4%，呈现了持续提升趋势，表明企业对于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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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普遍持较为乐观态度和较强信心。 

（一）节能环保产业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提出的目标，节能环保产业

产值年均增速在 15%以上，到 2015 年，总产值达到 4.5 万亿元，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

业。2015 年，节能环保产业有望维持快速发展态势。具体来看，在治理大气污染、水污染、

土壤污染等突出环境问题的政策以及环保技术装备水平提升的带动下，环保产业将保持较

快增长；在节能减排压力依然较大、加快节能技术装备升级换代以及节能服务业高速发展

等因素推动下，节能产业仍将快速发展；在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以及资源循环利用

技术装备水平提升的带动下，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有望保持平稳发展。 

（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2015 年，信息消费等新兴领域有望保持快速增长，带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总体实现

平稳增长。具体来看，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引领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结构调整加速，传统电

子信息制造业将保持低速运行态势；信息消费等新兴、热点领域表现活跃，对电子信息产

业具有较强带动作用，2014 年上半年，信息消费规模达到了 13450 亿元，同比增长 20%，

部分相关领域投资活跃，1-8 月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电信、

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投资增速分别达到了 43.9%、56.1%和 23.4%，均高于总体 16.5%

的增速；信息消费需求强劲增长、信息化投资加速以及新兴领域加速发展将继续带动软件

产业保持快速发展趋势。 

（三）生物产业 

预计 2015 年生物产业运行态势会略好于 2014 年，重要细分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

增长有望出现反弹。具体来看，在刚性需求稳定增长、医疗保障水平提高等长期推动力量下，

2015 年还有一些有利因素推动生物产业发展，例如，扩容后的新版基药目录招标和采购增加、

招标政策变化有利于优势企业发展，低价药新政开始实施等。此外，从政策大环境来看，政府

大力推进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寻求体制机制改革突破，生物产业作为重点领域有望从中率先受

益。 

（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在全球经济活动总体加强，国内稳增长的政策效果有所显现的背景下，预计 2015 年

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增长基础和动力进一步趋稳趋强。其中，轨道

交通装备行业已经步入了黄金发展期，在国家加大铁路建设投资力度的情况下，产业有望

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在《海洋工程装备工程实施方案》等政策的推动下，海洋工程装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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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望加快发展。正在到来的“智能工厂”时代将推动智能制造产业释放巨大市场潜力。

据预测，2015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的需求量有望达到 3.4 万台，2016 年我国将成为全球最

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 

（五）新能源产业 

随着领导层对新能源领域的重视，发展新能源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预计

2015 年新能源产业将延续复苏势头，具体来看，随着国际环境趋稳、新兴市场需求快速增长、

光伏发电技术进步加快以及国内应用市场进一步启动，2015 年光伏产业生产规模有望继续回

升。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风电“弃风”限电现象逐渐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持续好转，2015

年风电行业同样有望延续回暖趋势，同时分散式风电和海上风电开发将成为风电产业发展

的热点。据中国风能协会测算，2015 年可以完成“十二五”规划初步确定的 1 亿千瓦的累计

装机容量目标。随着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影响进一步减弱，我国重启沿海核电站建设进度加

快，2015年核电产业发展形势有望进一步回暖。 

（六）新材料产业 

从全球范围看，随着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新材料技术的发展也日新月

异，新兴材料产品不断涌现，新材料的市场需求日益增长，新材料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2015 年，新材料市场规模仍将保持近 20%的快速增长。根据《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

规划》提出的目标，十二五期间，我国新材料产业总产值将达到 2 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超

过 25%，且到 2015 年将建立起具备一定自主创新能力、规模较大、产业配套齐全的新材料

产业体系，突破一批国家建设急需、引领未来发展的关键材料和技术，培育一批创新能力

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形成一批布局合理、特色鲜明、产业集聚的新材料产业

基地，新材料对材料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的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七）新能源汽车产业 

新能源汽车发展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近年来，国家组织实施了“十

城千辆”、“技术创新工程”等一系列科技创新和产业化重大举措，通过科技研发与示范运

行相结合的方式，新能源汽车产业培育成效显著。2014 年，在新能源汽车免征购置税等重

大政策利好下，新能源汽车产业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根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

划（2012—2020 年）》提出的目标，到 2015 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累计产

销量力争达到 50 万辆，目前距离这个目标还有一定差距，2015 年，在电池技术的成熟、

充电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出口需求释放等因素带动下，产业有望保持

目前的高速增长态势，产销规模进一步大幅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