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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介绍了韩国未来增长动力计划的发展历程，研究了其 3 个主要特征：一是体现国家目标，

强调国家导向；二是作为创新类计划，将技术目标与社会经济目标紧密结合；三是所选领域并非一成

不变，而是随着国际态势和国家需求而不断调整优化。文章还介绍了韩国政府对未来增长动力计划给

予的全方位资源配置和政策配套，如支持计划、财税金融、规制、企业和人才等方面的措施。以上特征

和措施对于“中国制造 2025”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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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追赶型战略在过去 40 余年间创造了国家

经济奇迹，但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兴产业国家

崛起时，其局限性开始凸现。为此，韩国政府开始

谋求以国民创意为基础的领先型增长，并在 2013

年提出了创造型经济战略 [1]。

为实现创造型经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

争优势，发展新兴产业，韩国政府推出了“未来增

长动力计划”。

1　未来增长动力计划的发展历程

朴瑾惠政府在 2014 年 3 月 19 日发布了《未来

增长动力发掘、培育规划》[2]，作为实现创造型经

济的具体战略，明确了发展蓝图，确定了 13 个重

点领域的推进战略以及各领域的负责部门。

《未来增长动力落实计划》[3] 随后在 2014 年 6

月 17 日发布，作为 2014—2020 年中期发展规划，其

目标是“有效地推进培育战略”。《未来增长动力

落实计划》提出了 13 大增长动力，确定了相关领域

的政策和投资方向，提出了各领域的具体推进路线，

包括分解任务和时间节点等。 13 大增长动力包括 9

大战略产业和 4 大基础产业。其中战略产业包括 3

大主力产业（智能汽车、5G 移动通信、深海海底作

业设备）、3 大未来新产业（智能机器人、穿戴式智

能设备、实感型数字内容）、3 大公共福利产业（定

制化健康护理、智能灾难安全管理系统、新再生能

源融合系统）。基础产业则包括智能半导体、融复

合材料、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 4 大领域。 以 5G 移

动通信为例，韩国的目标是到 2020 年 5G 标准专利

竞争力及终端机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一。主要措施包

括：开发和应用比4G快1 000倍的未来移动通信技术，

通过国际联合研究推进韩国技术的国际标准化进程；

构建内容、平台、网络和设备四者融复合的创造型

服务生态系统；建设用于包括信息通信技术（ICT）

等产业在内的创新产业整体的知识和信息高速公路；

扩大对中小企业研发的支援比重，由 2013 年的 25%

提升至 2017 年的 40%，并为企业提供技术辅导支援

和开拓海外市场的一站式支援服务。

 2015 年 3 月，《未来增长动力落实计划》整

合了产业通商部制定的《13 大产业引擎具体推进

计划》，形成了《未来增长动力 - 产业引擎综合

实施计划》[4]（以下简称《综合实施计划》），时

间跨度为 2015—2020 年，其最大的看点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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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上的重合交叉，原有 13 个未来增长动力

领域同 13 个产业引擎计划领域最终被合并为 19 个

未来增长动力领域，见表 1。

文在寅政府上台后，继续执行上任政府的未来

增长动力计划，于 2017 年 10 月审议通过了《创新增

长动力促进战略》[5]。根据国际科技和产业发展态势

以及韩国的国政课题，新战略将原有的 19 个领域与

《9 大国家战略项目》 [6] 统一。《9 大国家战略项目》

于 2017 年 8 月发布，其中，确保未来发展动力有 5

个项目，分别为人工智能、虚拟 / 增强现实、无人驾

驶汽车、轻质材料、智能城市；提高国民生活质量 4

个项目，分别为精准医疗、碳资源化、雾霾机理与

防治、生物制药。整合后重新确立的增长动力领域

为 13 个，见表 2。

　 智能化基础设施            智能移动体                     融合服务                 基础产业

1. 大数据：
　大数据开放与应用

1. 无人驾驶汽车：
　高水平无人驾驶汽车

1. 定制型健康保健：
　个人定制型精密医疗

1. 智能半导体：
　人工智能半导体开发

2. 新一代通信：
　5G、物联网产业化

2. 无人机：
　公用、商用无人机普及

2. 智能城市：
　减少城市问题

2. 尖端材料：
　航空零部件、汽车轻量化

3.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开发

3. 虚拟／增强现实：
　个别产业与虚拟／增强现实融合

3. 创新新药：
　开发新药候选物质 100 个

4. 机器人：
　医疗、安全服务机器人

4. 新再生能源：
　扩大再生能源发展比重

表 2　文在寅政府未来增长动力 13大领域

2　未来增长动力计划的特点分析

2.1　未来增长动力计划体现了国家目标

韩国历任政府均以《科学技术基本法》为依据，

发现并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创造新产业与新岗位。

先后推进的计划包括先导技术开发计划（1991 年）、

下一代增长动力产业技术发展计划（2003 年）、

新增长动力计划（2009 年）与未来增长动力计划

（2014 年）。韩国由此高度发展了主力产业并培

育了大量新兴产业。

以先导技术开发计划 [7] 为例，20 世纪 80 年代，

韩国经济发展迅速，人力资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减

弱，同时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开始限制向韩国转让

技术，在这种形势下，韩国政府于 1991 年决定实

施先导技术开发计划，其目标就是提高国家的工业

技术能力，增强国家的竞争力。

未来增长动力计划的提出，则是由于韩国经

济增长率低，经济发展面临危机。全球竞争不断加

剧，韩国主力产业深陷其中，大企业没能真正起到

带头作用，无法带动其他中小企业实现共同增长。

为了应对低增长、低就业的危机，朴槿惠政府提出

了“创造型经济”，以想象力、创造力、科技及信

息通信技术为基础，谋求向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转

变。而未来增长动力计划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重

表 1　朴瑾惠政府未来增长动力 19大领域

未来新产业 主力产业 公共福利、能源产业 基础产业

1. 智能机器人 1. 智能汽车 1. 定制化健康护理 1. 融复合材料

2. 穿戴式智能设备 2. 深海海洋工程 2.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混合系统 2. 智能半导体

3. 虚拟现实数字内容 3. 5G 移动通信 3. 智能灾难安全管理系统 3. 智能物联网

4.* 智能生物生产系统 4.* 垂直起降无人机 4.* 直流送配电系统 4. 大数据

5.* 模拟训练系统 5.* 超小型发电系统 5.* 高技术材料加工系统

注：* 为新增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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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举措，计划设定的蓝图是实现人均国民收入 4 万

美元的突破，创造新产业和新就业。具体目标是升

级改造主力产业，抢占未来市场，实现韩国经济可

持续增长的宏伟蓝图。

2.2　未来增长动力计划为创新类计划

未来增长动力计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技计

划，而是为了解决经济和社会重大问题而推出的创

新计划 [8]，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两个“配套”。 

2.2.1　经济社会目标与技术目标配套

未来增长动力计划采用多维的工程化目标，涵

盖研发、生产、市场的整个创新过程，既包括技术

目标，又包括产品性能、市场占有和行业能力等经

济社会目标。与传统科技计划相比，这类工程化指

标避免了孤立地关注单项技术和单纯研发，更加关

注解决经济、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

未来增长动力计划设定的目标是实现国民人

均年收入 4 万美元，创造新的产业和新的就业。

以 5G 移动通信领域为例，韩国的目标是：到

2020 年，5G 国际标准专利竞争力及移动终端市场

占有率排名世界第一，装备市场占有率达到 20%，

提供全球领先的商业化服务。

 如在智能机器人领域，韩国提出了第 3 代核

心基础技术（机器人智能、人机交互、远程控制）

开发及部件国产化的技术目标等。

2.2.2　推进路线与总体目标配套

为了实现总体目标，《未来增长动力落实计划》

中明确了战略方案及其推进方式、时间表和路线图，

把工程目标分解为具体工作目标和任务，确定时间

节点，规定在什么时间、由谁负责完成、实现什么

目标、取得什么成果等，分步推进。

仍以 5G 移动通信为例，具体的推进战略主要

包括两部分：一是商业领域，从 5G 核心服务试演，

到实现 5G 核心示范性服务，最后的目标是提供世

界最早的 5G 商用化服务；二是技术领域，开发下

一代无线上网技术、终端间通信等 5G 候补核心技

术，通过同中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联

合研究，推进韩国技术的国际标准化进程等，见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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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范性服务 
 5G示范性服务  Pre 5G 服务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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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研究 
 建立事前标准化互助体系 

 5G基站建设及运营、确保 5G频率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图 1  5G 移动通信推进路线

2.3　未来增长动力领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

　　 断调整中

在未来增长动力计划实施过程中，韩国政府充

分认识到，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进，新的产业

将不断涌现。同时，韩国当前增长动力领域的整体

发展尚处于基础研究阶段，涉及的公共领域相对有

限，随着相关部门自行发掘和培养，新动力将持续

注入。为此，增长动力计划不应是一成不变的，而

是随着国际科技创新趋势和韩国国内社会经济目标

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从未来增长动力计划的发展历程来看，该计

划对其他项目进行了必要的整合，包括《13 大产

业引擎具体推进计划》《9 大国家战略项目》等。

一是整合了不同计划中相对重复的研究内容，保

证了资源投入的集中性；二是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如最新领域中新增加了人工智能，而减去了超小

型发电系统等。

文在寅政府还将建立增长动力发掘体系，周期

性地发现、研究候补课题，由相关部门通过制订详

细计划、召开试听会等方式周密探讨，进而追加创

·科技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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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计划阶段）  

 

 10个课题（6个月，
1亿韩元以内）

 

第二阶段  

（R&D研究Ⅰ） 

 

 4个课题（1.5年，
15亿韩元以内）

 

第三阶段  
（R&D研究Ⅱ） 

 

 2个课题（1年，
15亿韩元以内）

第四阶段  

（商用化） 

 

 
 2个课题（1年，
10亿韩元以内）

图 2　新市场创造型项目推进路线图

新增长动力的新领域。未来预计开拓的后补课题包

括智能机场、智能农业、无人驾驶船舶、区块链技

术等。2018 年 6 月 22 日，《区块链技术发展战略》

正式颁布。

3　政府对未来增长计划的支持

为保证未来增长动力计划的顺利实施，韩国政

府集中配置了各种创新资源，出台配套政策，覆盖

了研发、生产、经营、服务等各个创新链环节。

3.1　配套支持计划

韩国政府将增长动力领域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型：

原创技术领域和早期商业化领域，主要考虑自身能

力、保有技术、所需时间、市场规模与民间需求等

因素，制订支持计划。原创技术领域以支持基础、

原创技术研发为重点。早期商业化领域通过规制优

化、实证与公共需求等，积极引导民间参与其中。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于 2018 年起正式支

持未来领先技术开发项目，分为亟待解决型项目

和新市场创造型项目。2018—2021 年共计资助 252

亿韩元，其中 2018 年资助 46 亿韩元。

亟待解决型项目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老龄

化、自然灾害等）为目的，利用核心原始技术、产品、

服务开发及产业化支持，以官民合作的方式开展研

究。2018 年，通过技术需求调查、国民问卷调查，

结合国民生活科学咨询团提出的主要课题，韩国政

府将选定 2 个领域，支持 4 个团队开展研究，每个

团队资助 4 亿韩元，时间为 6 个月。到 2019 年，

将从中选出 2 个研究团队给予 2 年的支持，每年资

助 10 亿韩元左右 。2021 年起给予商用化支持。

新市场创造型项目以创造领导未来社会的融

合型新产业、新市场，以技术、产品、服务开发和

商用化为目的，以创意、创新研发领域为对象，采

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由研发人员提出相关课题。韩国

政府特别要求企业参与到研究团队中，通过上调企

业出资比例来激发企业研发责任感，加强推进产品

商用化进程。2018 年韩国政府将首先选定 10 个课

题，每个资助 1 亿韩元以内。下半年从中选定 4 个

进入竞争性 R&D 研究阶段，时间为 1.5 年，每个

资助金额 15 亿韩元左右。到 2021 年，最终确定 2

个课题进入商用化阶段。详细推进阶段见图 2。

3.2　配套财税金融政策

韩国政府积极投资未来增长动力领域，提出了

以下几个方面的财税金融政策。

扩大投资。2015 年 3 月，韩国政府提出通过“选

择与集中”对未来增长动力领域进行战略投资，在

2015 年投入约 1 万亿韩元，主要包括：智能物联

网领域 772 亿韩元，智能机器人领域 700 亿韩元，

穿戴式智能设备领域 983 亿韩元，5G 移动通信领

域 771 亿韩元，智能汽车领域 282 亿韩元，智能半

导体领域 608 亿韩元。预计到 2020 年，韩国政府

总计投入资金将达到 5.6 万亿韩元（约合 51 亿美

元）。

减轻税务负担。韩国政府修订《税收特例限定

法》，规定因技术转让收入而产生的法人税和所得

税可减免 50%，进行合并重组的技术创新型中小

企业，扣除相当于技术价值金额 10% 的该年度法

人税。

设立基金。韩国政府将利用基金，大幅扩大对

未来增长动力领域中小企业、风险企业、创业企业

的投资，如为扶持中小企业、骨干企业的商业化行

动，《综合实施计划》提出在 2021 年前设立 1.5 万

亿韩元的基金。

3.3　相应的规制

韩国政府大力营造新产业、新市场发展的法

制环境 [9]。主要做法包括：实行“监管沙盒”制

度，政府通过合理的弹性监管，允许企业对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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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新服务和新商业模式开展测试，减少规则障

碍，鼓励创新方案成为现实；引进迅速处理、临

时许可制等新制度，方便未来增长动力领域的新

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快速进入市场。此外，韩

国政府还将在新产业和新技术领域实行“全面负

面清单”管理，以事前放开、事后监管的方式，

对创新产品和创新服务进行柔性化分类，使得过

去限定式、列举式的概念定义改变为更加广义的

方式。 

韩国政府还将制定“规制优化路线图”，通过

预测新产业、新技术的趋势，提前发现并优化限制

其发展的规定。 

3.4　配套企业为主的政策

韩国的创新特点为“政府与企业结合提升综合

实力”。美国彭博社进行的“2017 年全球最创新

国家”的排名中，韩国居首，事实证明“国家可以

通过将政府支持与私人企业结合的方法提升自己的

综合实力”。未来增长动力计划同样强调政府营造

环境，企业主导创新。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生产效

率相对较低、技术研发实力不足等问题，根据本国

国情，韩国采取了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渐进式”

提高中小企业研发能力的政策。具体包括：在培育

新增长动力产业的过程中，大企业负责产品的最终

生产，中小企业负责零部件的生产，在设立各领域

培育计划的同时，提出生产和服务领域的成品目标

及零部件目标，引导相关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加强

需求方（大企业）和供应方（中小企业）间的合作

网络，运营材料、零部件、成品价值链上各主体共

同参与的论坛等活动；通过大企业和零部件企业

联合研发、扩大政府资助研究机构及大企业向中

小企业进行技术转让等方式，加强中小企业的研发

能力等。

3.5　相关人才政策

韩国政府积极扩大新产业人才培养。在《2017

年度产业人力培养计划》[10] 中详细指出，要推进

未来汽车、无人飞行装备领域的人力培养，集中投

资培养生物、机器人等新产业领域的高级人才。其

中，计划投资 15 亿韩元用于汽车和信息通信技术

融合型核心技术专业人才的培养，满足智能汽车核

心零部件产业的高级人才供应。在无人机领域，计

划培养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型专业人才

200 余人，推动无人机领域新市场的创造。在尖端

传感器领域，要为中小企业物联网培养相关传感器

开发的应用型人才。在机器人领域，硕博人才的培

养以企业定向培养为主，本科生、委培生主要以类

人型机器人的短期教育为主。在设计领域，主要以

培养“设计 - 工学”融合型硕博人才为主，计划培

养 45 名专业人才。

4　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未来增长动力计划”的扶持行业同“中

国制造 2025”的 10 大领域重合度极高。韩国的主

要做法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启示。

（1）体现国家目标

围绕科技突破和产业变革的新一轮制高点，世

界主要国家正在进行战略布局，竞争激烈且发展迅

速。韩国未来增长动力计划清晰地设置国家目标，

自上而下确定增长动力领域，强调国家导向、技术

定向和市场方向。同样，“中国制造 2025”体现

的也是我国的国家目标和需求。

 （2）实施创新计划

各国在实施国家层面的科技计划时，普遍重视

将科技发展和经济社会因素相结合，如欧盟在“地

平线 2020”之后的下一代框架计划中将实行的“使

命导向科技创新计划”。韩国的未来增长动力计划

同样是为了解决社会经济重大挑战而推出的计划，

是创新类计划。建议我国在“中国制造 2025”的

实施过程中，选取某些领域试点创新计划，将解决

经济、社会面临的挑战作为目标。对这些领域设立

工程化的指标，以此确定技术要求，实现任务可分

解、目标可测度。

（3）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

世界各国正在争夺未来科技创新主导权。韩国

政府为了成功创造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对未来增

长动力计划给予了全方位的资源配置和政策配套。

“中国制造 2025”在中美贸易战中受到了各方高

度关注，在这样的一场高技术主导权争夺战中，我

国应继续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政府充

分发挥作用。在强调政策普适性的基础上，为顺利

实现某个目标，要根据特定问题配套特定政策，特

别是个性化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完善创新链中

的产业环节。■

·科技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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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South Korea’s Future Growth Engine Plan, 
summarizes its three main characteristics: Firstly, it reflects the national goal, emphasizing national orientation; 
secondly, it is an innovation plan, closely integrating technical goals with socio-economic goals; thirdly, the 
selected areas are not static but constantly adjusted and optimiz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and national 
needs.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olicy support provided by the Korean governmen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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