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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是我國“十三五”的開局之年，站在新五年的起點上，一大波關

係到新材料產業發展的政策襲來，熱點頻出，引領著 2016年的“風勢”。就在

2016年即將結束的時候，新材料產業傳出重要利好消息——為貫徹實施製造強

國戰略，加快推進新材料產業發展，國務院決定成立國家新材料產業發展領導小

組，國務院副總理馬凱擔任小組組長。  

         

2017年新年伊始，業界人士期待已久的《新材料發展規劃指南》由工信部、

發改委、科技部、財政部四部委聯合制定並印發，新材料產業發展再次迎來重大

利好消息，站在了戰略新興產業發展的風口浪尖。 

2016-2017新材料產業十大重大利好政策 

 

1、四部委印發《新材料產業發展指南》 提九方面重點任務 

 

      2017年 1月 23日，工信部、發改委、科技部、財政部聯合制定《新材料產

業發展指南》並印發。指南提出，到 2020年，新材料產業規模化、集聚化發展

態勢基本形成，突破金屬材料、複合材料、先進半導體材料等領域技術裝備制約，

在碳纖維複合材料、高品質特殊鋼、先進輕合金材料等領域實現 70種以上重點

新材料產業化及應用，建成與我國新材料產業發展水準相匹配的工藝裝備保障體

系。建成較為完善的新材料標準體系，形成多部門共同推進、國家與地方協調發

展的新材料產業發展格局，具有一批有國際影響力的新材料企業。 

 

2、國家新材料產業發展領導小組成立馬凱任組長 

 

      2016年 12月 28日，為貫徹實施製造強國戰略，加快推進新材料產業發展，

國務院決定成立國家新材料產業發展領導小組（以下簡稱領導小組）。小組組長

由國務院副總理馬凱擔任。具體職責是審議推動新材料產業發展的總體部署、重

要規劃，統籌研究重大政策、重大工程和重要工作安排，協調解決重點難點問題，

指導督促各地區、各部門扎實開展工作。 

 

3、國務院印發《“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 

 

      2016年 12月 19日，經李克強總理簽批，國務院日前印發《“十三五”國



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對“十三五”期間我國戰略

性新興產業發展目標、重點任務、政策措施等作出全面部署安排。 

 

      《規劃》指出，戰略性新興產業代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方向，是

培育發展新動能、獲取未來競爭新優勢的關鍵領域。要把戰略性新興產業擺在經

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的位置，緊緊把握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重大機

遇，按照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部署要求，以創新驅動、壯大規模、引領升級為

核心，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培育發展新動能，推進改革攻堅，提升創新能力，深

化國際合作，加快發展壯大新一代資訊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生物、新能源

汽車、新能源、節能環保、數位創意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更廣領域新技術、

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建設製造強國，發展現代服務業，推動產業

邁向中高端，有力支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4、產業技術創新能力發展規劃（2016－2020年）正式發佈 

 

      2016年 10月 31日，為貫徹落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

綱要》、《中國製造 2025》、《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和《“十三五”國家

科技創新規劃》等檔精神，按照《關於印發工業和資訊化部“十三五”規劃體系

的通知》的有關要求，工業和資訊化部編制發佈了《產業技術創新能力發展規劃

（2016－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 

  

      《規劃》提出，健全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政產學研用相結合的產業

技術創新體系，著力突破重點領域共性關鍵技術，加速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

力，提高關鍵環節和重點領域的創新能力，推進兩化深度融合，激發“大眾創業、

萬眾創新”新動能，促進我國由製造大國向製造強國、網路強國轉變。《規劃》

提出 6大重點任務，包括完善產業創新體系、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加大

共性關鍵技術開發力度、提升企業智慧財產權運用能力、完善綜合標準化體系

等、培育區域創新能力等，《規劃》還提出了“十三五”期間工業和資訊化領域

部分行業發展的重點方向，引導企業加強技術創新。 

 

5、工業和資訊化部關於發佈 2016年工業轉型升級（中國製造 2025）重點專案 

 

      2016年 10月 21日，工業和資訊化部印發《關於發佈 2016年工業轉型升級

(中國製造 2025)重點專案指南的通知》，決定組織實施 2016年工業轉型升級(中

國製造 2025)重點專案，圍繞《中國製造 2025》年度任務和工業和資訊化部年度

中心工作，主要支援產業共性技術公共服務平臺及設施、重點領域關鍵問題解決

方案兩個方面共 18個重點任務。同等條件下優先支援國家新型工業化產業示範

基地內的優勢企業。 



 

6、中國工信部印發石化和化學工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 

 

      2016年 9月 29日，《石化和化學工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印發，《規

劃》在經濟發展、結構調整、創新驅動、綠色發展和兩化融合等五個方面明確了

發展目標，並提出了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促進傳統行業轉型升級、發展化工新材

料、促進兩化深度融合、強化危化品安全管理、規範化工園區建設、推進重大專

案建設、擴大國際合作等八項主要任務。 

 

7、《裝備製造業標準化和品質提升規劃》發佈 支撐《中國製造 2025》實施 

 

      2016年 8月 1日，質檢總局、國家標準委、工業和資訊化部聯合發佈《裝

備製造業標準化和品質提升規劃》。《規劃》提出，到 2020年，工業基礎、智慧

製造、綠色製造等重點領域標準體系基本完善，品質安全標準與國際標準加快接

軌，重點領域國際標準轉化率力爭達到 90%以上，裝備製造業標準整體水準大幅

提升，品質品牌建設機制基本形成，部分重點領域品質品牌建設取得突破性進

展，重點裝備品質達到或接近國際先進水準。 

 

8、工信部等牽頭設立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金 聚焦新材料等重點領域 首期規模

200億元 

 

      2016年 6月 8日，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金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該基金由

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工業和資訊化部牽頭發起，聯合國家開發投資公司、中國

工商銀行等其他投資主體共同出資設立，首期規模 200億元，其中中央財政出資

60億元，吸引社會資本投入，採用有限合夥制，按照市場化原則獨立運作。在

《中國製造 2025》十大重點領域的基礎上，進一步聚焦軌道交通裝備、高端船

舶和海洋工程裝備、工業機器人、新能源汽車、現代農業機械、高端醫療器械和

藥品、新材料等市場潛力大、產業基礎好且符合產業發展趨勢的重點領域。 

 

9、國務院印發《意見》 加快眾創空間發展服務實體經濟轉型升級 

 

      2016年 2月 18日，國務院發佈《關於加快眾創空間發展服務實體經濟轉型

升級的指導意見》，《意見》明確了加快眾創空間發展的總體要求、基本原則，重

點任務、政策支援、組織實施等內容。《意見》提出在重點產業領域發展眾創空

間，鼓勵龍頭骨幹企業圍繞主營業務方向建設眾創空間，鼓勵科研院所、高校圍

繞優勢專業領域建設眾創空間，建設一批國家級創新平臺和雙創基地，加強眾創

空間的國際合作等重點任務。包括重點在電子資訊、生物技術、現代農業、高端

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醫藥衛生、文化創意和現代服務業等產



業領域先行先試，針對產業需求和行業共性技術難點，在細分領域建設眾創空

間。發揮科研設施、專業團隊、技術積累等優勢，充分利用大學科技園、工程（技

術）研究中心、重點實驗室、工程實驗室等創新載體，建設以科技人員為核心、

以成果轉移轉化為主要內容的眾創空間，通過聚集高端創新資源，增加源頭技術

創新有效供給，為科技型創新創業提供專業化服務等內容。 

 

10、國家重點研發計畫正式啟動  首批專項指南發佈 

 

       2016年 2月 16日，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首批重點研發專項指南發佈，標誌

著國家重點研發計畫正式啟動實施。2014年年底全面啟動的中央財政科技計畫

（專項、基金等）管理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項重點任務，其核心是按照全

面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要求，針對原有計劃體系日益突出的重複、分散、封

閉、低效等問題，建立公開統一的國家科技管理平臺和構建新的科技計畫（專項、

基金等）體系框架和佈局，著力解決制約我國科技計畫引領帶動創新發展的深層

次重大問題，更好地推動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改革凝練形成兩大核心

任務：一是建立公開統一的國家科技管理平臺，二是構建新的科技計畫（專項、

基金等）體系框架和佈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