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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年鉴（2011）》内容共分六大部分：　　（一）产业综合篇：介绍了2010
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投资业的发展情况；并对高技术产业中的一
些重点行业，主要包括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航天产业、可再生能源产业、软件产业、
集成电路产业、互联网产业、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医药产业以及中国现代中药产业等的发展情况、特
点与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
　　（二）地区发展篇：3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撰写了2010年当
地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特点和发展思路。
　　（三）海外发展篇：介绍了世界电子信息产业、软件产业、可再生能源产业、太阳能光伏等产业
的发展情况，以及欧洲各国创新绩效、美国2010年科学与工程指标概览和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科技投入
现状与发展趋势。
　　（四）政策法规篇：收录了国务院和各部委2010年发布的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法规和
规划。
　　（五）大事记录篇：收集了2010年高技术产业发展及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
源产业、航天航空产业发展中的一些重要事件。
　　（六）基础数据篇：为便于读者查找高技术产业中的一些基础数据，《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年鉴
（2011）》收录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全国高技术产业动态检测信息快报》的主要经济指标。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年鉴（2011）》的编辑和出版，得到有关领导和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我
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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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我国经济规模已居全球第二，但产业仍主要集中在中低端，传统产业亟待进行调整升
级。
就材料产业来说，我国是名副其实的材料大国，钢产量、有色金属、建筑材料、化工材料等多少年来
都是世界第一位。
但是我国还远不是材料强国，高端产品全球竞争力弱。
从新材料产业与其他产业联系来看，新材料产业既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核心，也是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
同时，我国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时期，发展节能环保、高端设备制造、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已经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而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新材料的开发和应用，新材料产业对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强国至关重要，因此
发展新材料将成为提升我国核心竞争力，赢得未来全球竞争的必然选择和重要途径。
3.各地致力打造具有集聚效应的产业化基地到2010年底，我国20多个省市将新材料作为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重点之一，建立了100多家区域性新材料产业化基地，涵盖了几乎所有的新材料领域，新材料产业
正逐步成为地区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通过产业化基地建设，各区域依据产业、资源或区位优势形成特色发展格局，新材料产业呈现集聚发
展趋势。
已有20多个城市形成了不同规模的新材料产业集聚区，广州、天津、青岛等地逐渐发展成为化工新材
料产业基地；甘肃金昌、湖南长株潭、陕西宝鸡、重庆及山西太原等内陆地区依托资源优势成为航空
航天材料、能源材料及重大装备材料基地；深圳、厦门、扬州、芜湖等在光电新材料以及电子信息材
料领域具有较强优势；江苏徐州、河南洛阳、江苏连云港、四川乐山等地硅材料产业呈现良好发展态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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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年鉴(2011)》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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