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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报》4月1日刊发记者采

写的文章《“未来产业”未来几何——

来自中关村论坛的前沿观察》。文章称，

乘坐低空智能飞行器回家，享受机器人

管家烹饪的美食，与虚拟数字人下棋

……2025中国科幻大会的开幕式上，现

场观众看到了“智慧城市”的未来图景。

近年来，语言大模型、脑机接口、

生物成像、人形机器人等创新成果不断

涌现，推动中国越来越成为刘慈欣口中

“充满‘未来感’的国家”。具有未来

感、科幻感的技术，正在孕育哪些行业

新机会，催生哪些新“风口”？记者进

行了调查。

市场空间动辄万亿级

多维宇宙体验、量子计算、人形机

器人、脑机接口……充满科幻感的场景

和技术，孕育着巨大的产业机会和行业

风口。

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上发布的《未

来产业新赛道研究报告》指出，2025年

未来产业十大赛道，分别是通用人工智

能（大模型等）、高级别自动驾驶、商

业航天、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新型储

能 （固态电池等）、低空经济/通用航

空、清洁氢、算力芯片、细胞与基因治

疗、元宇宙。

在中关村论坛展区，遨天科技展示

了它为组网星座卫星和各类航天器提供

的“动力源”——霍尔电推进系统。这

种推进系统通过电离惰性气体产生推

力，可以推动卫星从 200 至 500 公里

“爬行”到几十到几百公里的目标轨

道，并支持卫星全寿命周期的轨道调整

与维持。相比传统化学推进，电推进可

节约90%的推进剂，降低卫星40%的重

量，并延长20%的在轨寿命。

遨天科技市场经理白晟表示，公司

已有近百台推进器在轨运行。公司已建

成国内首条商用电推进智能制造产线，

具备每年为约1500颗商业卫星配套的量

产能力。“未来几年，商业航天将实现

指数级增长，我们的市场空间是以万亿

计的。”白晟说。

遨天科技展台旁的苍宇天基 （北

京）信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主要开展

高、中轨中继卫星星座系统的设计和运

营，可为低轨卫星等用户提供天基测量

控制、数据传输、信息互联等服务。

“我们已向国际电信联盟（ITU）申

报4颗高轨同步轨道卫星的频率轨位，

预计明年发射首颗中继卫星。”苍宇天

基解决方案经理李鹤说。

在SpaceX星链计划的刺激下，全

球低轨卫星进入加速竞争阶段。2024

年，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

发布的《通用航空装备创新应用实施方

案（2024—2030年）》提出，到2030

年通用航空装备形成万亿级市场规模。

同样孕育着万亿级市场规模的还有

人形机器人产业。“人形机器人下一步

的发展，依赖多个行业的进步。”北京

星动纪元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席悦

说，工厂作业、洗衣做饭、医疗照护，

机器人的工作场景非常复杂，很难通过

建模来一一复现，只有算法、数据、本

体三方面联合迭代，才能让人形机器人

更快进入百姓生活。

“一两年之内，我们就可能看到脑

机接口驱动的人形机器人。”北京芯智

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业务发展总监李园

说，技术的进步是指数级的，技术融合

的想象空间也越来越大。

“让机器人表现出脸红的效果，硅

胶材料无法实现，但柔性显示可以做

到。”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品

牌官杨淑娟说，未来产业的融合性、交

叉性更强，某一领域的技术创新，往往

能带动更多个领域共同进步。

基因技术，是未来健康产业的重要

支撑，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华大集团

副总裁李斌说，伴随人人基因组时代的

到来，每个人都应拥有自己的全基因组

图谱即“生命底图”，通过基因筛查，

实现精准预防、精准医疗，降低全球疾

病负担，提升人类生活水平和生命质

量。“未来，基因技术的应用会跟手机

一样普及。”李斌说。

近日，我国生物医学成像领域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多模态跨尺度生

物医学成像设施正式通过国家验收。

“成像设施将成为一座‘生命观象台’，

可对生命体的结构与功能进行跨尺度、

可视化观测与精确测量，帮助我们多层

次、全景式揭示生命奥秘。”北京大学

国家生物医学成像科学中心主任、成像

设施首席科学家程和平院士说。

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上，“基于光

敏蛋白的基因治疗技术”入选十项重大

科技成果。“向眼部玻璃体腔内打一

针，就能让一些视觉障碍患者重见光

明。”健达九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商务经理焦睿颖说，充满科幻感的

技术，正在改变医疗、改写未来。

产业领跑仍面临多个痛点

近年来，未来制造、未来材料、未

来健康、未来能源等领域，不断出现重

大科技创新成果，开辟新的经济发展空

间。但这些产业要持续领跑，有赖基础

研究的深入耕耘。

“对人脑的基础研究是脑机接口进

步的最大难点。”李园说，人的记忆、意识

到底是什么，如何写入大脑，如何进行存

储，这些底层的原理人类还没有搞清楚，

急需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

“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

明后，人类已进入生态文明阶段，更加

以人为本、以生命为本，加强生命底层

技术、底层工具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凸

显。”李斌说，全社会都应该进一步重

视生命科学领域基础研究，推动产业更

新、社会进步、文明形态更迭。

基础研究和转化应用之间的协同不

够，也是影响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因

素。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副院长孙育

杰教授说，随着材料和人工智能领域技

术的进步，成像设施未来可以做得又小

又轻便，还会看得更清楚、更快。

核心设备、部件依赖进口，同样是

未来产业发展的“堵点”。杨淑娟说，

显示面板行业的一些关键设备依然需要

依赖进口，这是产业发展的痛点之一。

成本居高不下和场景、数据资源不

足，是人形机器人行业发展的最大难

题。“人形机器人相关技术方案目前还

没有收敛，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各家都

有自己的技术路线，目前更新迭代非常

快，在制造方面还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大家的成本都难以降低。”席悦说，相

关部门应该适时明确细节标准，引导上

下游企业共同研发，集合力量攻克成本

难题。

不少专家认为，未来产业集战略创

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于

一体，其生产、管理过程以及产品均具

有信息化深度融合特征。因此，树立

“融通创新”“整合式创新”的理念，对

其发展非常重要。

“打造未来产业是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是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也是面对新型国际关系把握

产业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举措。”清华大

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劲说，但目

前我国产业布局还不够超前，对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探索的信心和决心

还要进一步加强，产业选择雷同、引领

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急需加快解决。

应从五方面疏松发展土壤

洞察未来，才有可能领跑未来。受

访专家认为，未来产业成长为主导产业

以后具有较强的关联效应，能够带动和

引领相关产业发展，形成产业生态系统

和较大市场规模。

陈劲等专家建议，从五个方面培育

未来产业发展“土壤”。

一是打造未来产业策源地。积极发

挥央企、一流大学、新型机构、中小企

业等四类未来产业创新主体的重要作

用，组建未来产业创新联合体，为前沿

引领技术、关键共性技术等研发提供有

力支持。

本届中国科幻大会上，“北京未来数

字空间创新试验区”正式揭牌，拟打造创

新试验展示的阵地、政策先行先试的沃

土。大会举办地石景山区，2024年科幻

企业数量及收入占全市比重达三成。

二是注重培育未来产业的人才队

伍，发挥战略科学家对未来产业的谋划

作用，鼓励战略型企业家在未来产业探

索实践。

目前，北京、上海、杭州等多地提

出面向未来培养复合型人才。杭州电子

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学院院长何志伟建

议，鼓励高校围绕产业链设置交叉学

科，增设人工智能等急需专业，通过政

产学研用多方协同，共同推进创新复合

型人才培养。

三是探索建立未来产业投资基金，

引导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支

持未来产业发展。

目前，北京已构建“政府资金引

导+基金领航+金融护航”的资本赋能体

系。2023年12月，北京成立4支百亿级

政府投资基金，瞄准机器人、人工智

能、医药健康和信息产业，助推关键技

术产业化。

四是打造未来产业孵化平台。围绕

未来产业重点领域的创新创业需求，建

设未来产业孵化器、加速器等众创空

间，打造未来产业的培育和服务平台。

五是完善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

体系。进一步加大对未来产业创新活动

的支持力度，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集中资源扶持未来产业发展。

受访专家认为，全球各国都高度关

注未来产业的新赛道布局与发展，这有

利于加快形成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激

发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构建以科技创

新、产业创新融合的创新路径。但目前

很多赛道仍处在产业化发展初期，只有

群策群力、各方协同，才能支持我国未

来产业实现稳步快速发展。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记者丁静
魏梦佳阳娜）

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充满科幻感的技术孕育行业新机会

“未来产业”未来几何

近日，2025中国科幻大会在北京举行。参观者在“幻聚·多维宇宙”沉浸式科幻展
中体验。 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