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的实施意见
（二次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布局新赛道，加快培

育未来产业，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主要目标

围绕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为根本路径，前瞻布局培育未来产业。到 2027年，

完成重点领域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成为我省新质生产力最活跃

的先导力量。突破前沿颠覆性技术 100项，引育未来产业人才

（团队）300个，创新策源有力支撑；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和专

精特新企业 1000家、领军企业 20家、未来产业先导区 35个，

在重点领域形成规模和集群优势；建立专利导航服务基地10个，

打造标志性产品 100项，制度有效供给，耐心资本充分保障，

创新生态更加完善。到 2030年，未来产业保持高速增长，基本

建成全球有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创新发展高地。

二、培育布局

（一）加快布局新领域新赛道

优先发展通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元宇宙、生物制造、

清洁氢、前沿电池、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下一代移动通信、

新型显示等 10个产业爆发力强、成长较快的未来产业，加快形

成规模和集群优势。积极布局量子科技、类脑智能、原子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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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新一代半导体、石墨烯、智能仿生与超材料、细胞与基因

治疗、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可控核聚变及核技术应用、深地深

海等 10个力量尚在集聚、远期潜力巨大的未来产业，加快形成

先发优势。培育发展地理信息、核医疗、零磁医疗、眼健康等 4

个具有浙江特色的未来产业，加快形成引领优势。

专栏 1：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1.优先发展产业爆发力强、成长较快的未来产业

通用人工智能。发展 AI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智能终端产品，推动算力、

算法、硬件、数据和垂直领域应用协同发展。

具身智能。发展人形机器人、轮式机器人、足式机器人及关键零部件，发展

“大脑”“小脑”、感知等智能算法和系统软件，发展智能汽车等智能载具。

元宇宙。发展融合 XR扩展现实、数字孪生、AR/VR/MR终端、AI眼镜、全

息交互设备等产品和服务，推动在工业制造、文娱游戏、教育培训等领域应用。

生物制造。发展基于合成生物技术的生物制药、生物化工、生物材料、生物

农业、生物食品和生物能源。

清洁氢。发展新型制氢技术及氢能装备，推动清洁氢发展及示范应用。

前沿电池。发展固态电池、燃料电池、钠离子电池、水系电池及电池新材料。

低空经济。发展无人机、高性能通用飞机、eVTOL等航空器，发展动力、机

载、飞控等关键系统以及电池、芯片等关键零部件，发展低空智能物联产业。

商业航天。发展卫星制造与卫星互联网、火箭制造及关键部组件、空天信息

及应用终端产品。

下一代移动通信。发展 6G、空天地一体化通信、光通信、太赫兹通信。

新型显示。发展柔性显示、激光显示、全息显示，发展柔性电子、柔性芯片、

可穿戴电子设备。

2.积极布局力量尚在集聚、远期潜力巨大的未来产业

量子科技。发展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测量，推动量子芯片、核心器件、

软件算法协同发展与场景应用。

类脑智能。发展脑机接口、类脑计算和类脑传感等软硬件系统和智能终端产

品，推动在医疗健康、智能家居与消费电子、智能交通等领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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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级制造。发展原子级制造装备、测量装备和仿真设计软件，推动在集成

电路、新材料创制、高精元器件制备等领域的应用。

新一代半导体。发展氧化镓、金刚石、碳化硅、氮化镓等半导体材料及器件。

石墨烯。发展石墨烯薄膜、石墨烯粉体、石墨烯复合材料等石墨烯产品，推

进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等领域的应用。

智能仿生与超材料。发展仿生复合材料、仿生高分子材料、仿生陶瓷材料，

发展电磁、声学、力学、热学等超材料。

细胞与基因治疗。发展细胞治疗、基因治疗产品及诊疗设备，推进在肿瘤治

疗、遗传病治疗、慢性病与传染病治疗等领域的应用。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发展低能耗低成本碳捕集和利用技术，将二氧化碳合成

化学品、材料、燃料等产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可控核聚变及核技术应用。布局发展可控核聚变技术与设备制造，推进核技

术在医疗、工业、环保等领域应用。

深地深海。发展深地资源开发、地热资源利用，发展深海装备、深海探测、

深远海资源开发，发展海洋生物和海洋信息服务。

3.培育发展具有浙江特色的未来产业

地理信息。发展北斗导航、测绘遥感、“地理信息+”服务，推进车联网与“车

路云”一体化发展。

核医疗。发展医用同位素、核药及核医疗设备，推进核医学临床应用。

零磁医疗。发展零磁医疗装备及系统软件，推进“量子测量+医疗”应用。

眼健康。发展眼视光装备、视觉光学、眼用材料、眼科药物。

（二）培育打造标志性产品

顺应市场需求，培育打造一批具有首创性、引领性和辨识

度的标志性产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打造AI大模型、“AI+”

应用、人形机器人等标志性产品。围绕重大装备攻关，打造电

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氢能船、可复用运载火箭等标志性装备。

聚焦前沿技术突破，培育脑机接口、量子传感、固态电池等标

志性产品，培育生物制药、生物材料、生物食品等合成生物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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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性产品。

专栏 2：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

1.AI大模型。打造国际一流的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培育“人工智能+”标志

性场景和新一代智能终端产品。

2.人形机器人。打造通用人形机器人、工业人形机器人、特种人形机器人等

标志性产品，培育“人形机器人+”标志性场景。

3.量子传感设备。培育打造心磁成像装备、原子磁力计、量子重力仪、单光

子探测器等标志性产品。

4.脑机接口产品。培育打造类脑芯片和类脑计算平台，打造侵入式和非侵入

式脑机接口等标志性产品。

5.合成生物产品。打造细胞生长因子、创新药等标志性产品，培育化妆品颜

料、工业化学品、生物基塑料、高性能蛋白、新型食品添加剂等标志性产品。

6.固态电池。围绕不同技术路线和应用场景需求，打造固态电池标志性产品，

培育正负极、电解质等关键材料。

7.氢能装备。打造氢能船舶、氢能集卡等标志性装备，培育氢燃料电池、氢

内燃机、先进制氢装备、液态固态储运装备等标志性产品。

8.低空装备。打造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通用航空飞行器等标志性装备，培

育航空发动机、涡电系统、无人机等标志性产品。

9.空天信息。打造“三体计算星座”“未来出行星座”和可复用运载火箭，培

育星载 AI处理平台、高精度星载陀螺仪、星载光伏逆变器等标志性产品。

10.核药。培育碳-14、镥-177、砹-211医用同位素，打造碘[125I]密封籽源、

镥-177 PSMA治疗核药等标志性产品。

（三）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推动构建全省未来产业“一核两带多极”总体布局。以杭

州为核心打造创新策源地，辐射带动全省未来产业发展，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发展高地；依托G60 科创大走廊，

推动杭州、湖州、嘉兴、金华等地协同培育浙北未来产业带；

依托甬江、环大罗山等科创走廊，推动宁波、温州、绍兴、台



5

州等地结合产业基础优势，加快布局沿海未来产业带；推动衢

州、舟山、丽水等地结合特色资源，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

专栏 3：未来产业区域布局

1.杭州。重点发展通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类脑智能、合成生物和低空

经济，积极布局元宇宙、量子科技、6G、商业航天、原子级制造等领域。

2.宁波。重点发展人形机器人、柔性电子、石墨烯、氢能与新型储能，积极

布局通用人工智能、生物化工与材料、智能仿生与超材料、深海深地等领域。

3.温州。重点发展通用人工智能、细胞重组与基因治疗和新型储能，积极布

局眼健康、核技术应用、深远海等特色赛道。

4.湖州。重点发展前沿电池、细胞与基因治疗、地理信息，积极布局新型显

示、生物材料、氢能等领域。

5.嘉兴。重点发展新一代半导体、氢能、核医疗，积极布局通用人工智能、

人形机器人、生物材料、生物能源、柔性电子等领域。

6.绍兴。重点发展新一代半导体、生物制药和低空经济，积极布局生物材料、

人形机器人、前沿新材料等领域。

7.金华。重点发展通用人工智能、生物制药和生物食品，积极布局柔性显示、

氢能、碳捕集利用封存等领域。

8.衢州。重点发展前沿新材料、前沿电池、人形机器人和低空经济，积极布

局生物材料、氢能与新型储能等领域。

9.舟山。重点发展海洋生物和低空经济，积极布局氢能、海洋信息和深海装

备等领域。

10.台州。重点发展低空经济、生物制药和人形机器人，积极布局商业航天、

氢能等领域。

11.丽水。重点发展元宇宙、生物农业与生物食品，积极布局氢能、生物能源

等领域。

三、主要任务

（一）实施人才领航计划，引育未来产业人才团队

1.面向全球精准引才。编制未来产业紧缺人才目录，完善

精准识才机制，面向国内外引进战略科学家、创新骨干人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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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团队。探索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

向的未来产业人才评价体系，通过“举荐直通车”“揭榜挂帅”

等方式，促进青年科技人才和一流创新团队脱颖而出。优化人

才计划对社保、户籍等方面限制，完善全职认定标准，支持企

业柔性引才。（责任单位：省委组织部、省经信厅、省科技厅、

省人力社保厅）

2.立足需求系统育才。优化调整高校学科专业，新增未来

产业相关学科，面向未来产业布局建设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

业学院和卓越工程师实践基地，构建适应未来产业发展需求的

人才培养模式。鼓励企业建立内部培训体系，校企联合培养未

来产业人才。实施校院企高层次人才“互聘共享”计划，推广

“产业教授”“科技副总”机制，促进产学研深度合作。（责任

单位：省教育厅、省委组织部、省经信厅、省科技厅、省人力

社保厅）

（二）实施创新策源计划，强化技术成果供给

3.推进战略导向的基础研究。建立前沿颠覆性技术预见机

制，围绕“从 0到 1”原始创新，研究分析不同的技术路线图，

统筹推进基础研究。赋予高水平大学、大科学装置、省实验室

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充分的科研自主权，给予长期、稳定、集中

的支持。支持企业参与实验室等基础研究平台建设，增强原始

创新能力。（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

4.实施任务导向的技术攻关。滚动编制未来产业技术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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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对符合条件的通过省“双尖双领+X”重大科技项目予以

支持，积极争取国家科技专项。对省级创新联合体牵头实施的

重大项目，省市县三级联动给予补助。面向未来产业实施高价

值专利培育专项，通过优先审查、快速审查等方式，加强关键

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前瞻布局。（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经信厅、

省市场监管局）

5.建设产业导向的创新平台。面向未来产业布局建设制造

业创新中心、制造业中试平台和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

并给予政策支持。面向未来产业建设一批专业型众创空间、孵

化器和科技园，完善培育、孵化、加速等服务链条，落实创业

孵化载体税收优惠政策，对新认定的省级以上孵化器予以资金

支持。（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科技厅、省税务局）

（三）实施孵化裂变计划，培育壮大企业群体

6.科技孵化催生企业。健全“高校+平台+企业+产业链”结

对合作机制，推动科学家与企业家、投资家合作，通过专家会

诊、融资支持、市场推广等方式加速项目转化落地。依托国际

会议、创新大赛等平台，引进世界一流先进技术，打响“全球

创新、浙江转化”品牌。鼓励政府投资开发的创业孵化载体，

允许新登记注册经营主体免费入驻。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购买

有关科技保险产品的企业给予补贴。（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

科技厅、省科协、浙江金融监管局）

7.内生裂变衍生企业。鼓励大企业大集团通过业务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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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拆、裂变创业等方式设立新企业，或通过并购、投资等

方式积极布局新赛道。建立全省内生项目生成、流转、落地全

链条管理服务体系，助力衍生企业加速成长。鼓励省属企业将

更多资源投向未来产业，对属地国企成立未来产业新主体的，

国资管理机构对其经营业绩考核中可采用差异化的分类考核方

式。（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委金融办、省商务厅、省国资委）

8.招引培育壮大企业。引导各地甄选细分赛道差异化发展，

基于大数据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健全招商引资项目信息流转

推介工作体系，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内卷式招商。加强与央

国企、大院大所的对接合作，引进落地优质项目。建立企业成

长性评价体系，健全精准服务机制，落实所得税减免、增值税

加计抵减等税费优惠政策，梯次培育未来产业创新型、专精特

新型和领军型企业。（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

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税务局）

（四）实施场景创新计划，促进市场应用推广

9.推动市场导向的产品创新。建立“需求导向+技术驱动”

的双轮创新机制，通过联合设计、合作研发、首试首用等方式

推进工艺迭代和产品逆向开发，培育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对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创新产品，享受政府采购支持创新政策。

深化首台（套）产品应用奖励试点，构建首台（套）产品大规

模市场应用生态系统。（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发展改革委、

省财政厅、省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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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推动开放合作的场景创新。建立常态化应用场景对接机

制，通过场景挖掘、场景合作、场景推广等方式，推动未来产

业培育从“给政策”“给项目”向“给场景”“给机会”转变。

支持在高新区、先导区、孵化器等产业创新平台建设综合性和

行业类融合应用场景。推动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国资国企主动释

放应用场景，鼓励投资建设验证场景并面向社会有序开放。（责

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教育厅、省商务厅）

11.推动跨界融合的模式创新。实施“AI+”行动，推动企

业研发范式、生产方式、组织形态和商业模式创新。推进“车

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建设，加速智能网联汽车商业化运

营。加快低空基础设施和低空智联网建设，打造低空经济先飞

区。推进新文创与硬科技融合，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体

验经济等新业态。（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交

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五）实施产业先导计划，加快形成群链生态

12.加大未来产业先导区政策扶持。鼓励各地结合资源禀赋

布局培育未来产业先导区，打造未来产业创新策源地、成果转

化地、场景示范地和产业集聚地。实施先导区财政专项激励，

支持未来产业领域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创新成果产业化和创新

场景打造。支持先导区企业主体承担科技攻关项目，引培高端

人才，在省级人才项目中适当增加先导区所在地名额。（责任单

位：省经信厅、省委组织部、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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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厅）

13.加强未来产业先导区要素保障。鼓励地方灵活采用混弹

性年期出让、先租后让等方式保障用地需求，支持探索混合产

业用地供应，建立先导区“土地+项目”的统计监测机制，把未

来型企业纳入中小企业专项用地保障行动范围。支持先导区根

据产业发展需要前瞻性布局绿色电力、智能算力、新型储能等

新型基础设施，先行探索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

全治理等制度。（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

省数据局）

14.健全未来产业先导区运营管理机制。支持先导区探索依

托高新区、开发区等管理主体的运营管理机制，倡导“管委会+

公司”等多元化运营模式。支持先导区先行先试，开展制度机

制创新。鼓励各先导区建设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研发设计、

专利导航、技术评价、标准化服务、检验检测、产业情报等集

成服务。（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

（六）实施资本护航计划，构建多元投入体系

15.强化投资引导。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引导企

业和社会资本加大对未来产业的投入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

方设立未来产业资助资金，创新“先投后股”、滚动投入等

方式，支持小试、中试等成果转化工作。对国有企业承担省

级及以上前沿技术攻关、组建研发机构、建设中试平台等研

发费用，在经营业绩考核中视同利润加回。（责任单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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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信厅、省财政厅、省国资委）

16.用好产业基金。优化省“4+1”专项基金，研究设立

未来产业基金，支持国有资本设立创投基金。健全符合未来

产业投资特点和发展规律的投资决策机制，提高单个项目投

资比例，存续期最长可至 20年。优化全链条、全生命周期考

核评价体系，不简单以单个项目或单一年度盈亏作为考核依

据，针对种子、天使、创投、产投、并购基金等政策性基金，

分类合理设置容亏率。（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委金融办、

省国资委、省金融控股公司）

17.创新金融服务。探索“股贷债保”联动的金融服务模

式。鼓励金融机构针对未来产业特点，创新信贷模式，发展研

发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订单贷款等特色产品。鼓励保险

机构开发研发费用损失、知识产权、数字资产等保险产品，

为“首创首购首用”产品提供配套保险服务。提高发行上市辅

导质效，支持优质企业对接资本市场做优做强。（责任单位：

省委金融办、省经信厅、人行浙江省分行、浙江金融监管局、

浙江证监局）

四、保障措施

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发展）领导小组的领导

下，统筹推进未来产业培育工作，将培育成效纳入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省级开发区等综合考核评价内容。成立省未来产业专

家咨询委员会，提供战略咨询、技术预见等智力服务。探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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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未来产业统计监测体系，搭建未来产业全链路培育管理应用，

推进AI赋能未来产业发展。优化未来产业领域产品和服务市场

准入机制，给予经营主体成长容错试错空间，营造鼓励创新、

包容审慎的发展环境。（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发展改革

委、省科技厅、省市场监管局、省数据局、省统计局、省科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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