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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搜集和分析国内外未来产业研究主题文献，以期了解该领域研究进展和未来趋势，为学术界和产

业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方法 / 过程 ] 采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等方法，对国内外未来产业领域的研究现状、

研究热点和未来趋势进行分析。[ 结果 / 结论 ] 从研究态势看，该领域自 2017 年开始进入稳定期并呈快速发展态势。从

研究热点看，国外关注未来产业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源、驱动技术、实践案例等，国内关注未来产业的基础理论、发展

现状与对策、技术影响与识别、国外借鉴启示等。从研究趋势看，未来研究应围绕未来产业的企业发展、前沿技术、预

测与选择、发展模式和动力机制等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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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Significance] The article collects and analyzes relevant literatures of future industry research topic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and research trends of future industry, and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of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Methods/Processes] Using future industry topic literatures as data source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research hotspots, and future trends of the future industry throug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metrology and content analysis. [Results /Conclu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trend, this field has entered 

a stable period and shown a rapid development trend since 2017. From the research spots, foreign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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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human resources, driving technologies, and practical cases of future industry, domestic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basic theories, development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technological impact and identification, foreign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of future industries. From the research tren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directions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of future industry, relevant cutting-edge technology, industry prediction and selec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l 

and industrial driving mechanism.

Keywords: Future Industry; Research Hotspots; Content Analysis; Development Trend

引言

未来产业代表科技与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发展和布局未来产业不仅对把握未来发展主

动权、占领产业发展制高点具有重要作用，

而且对国家科技安全、产业安全乃至国防安

全同样产生重要影响。未来产业的概念最早

由陈俊英 [1] 于 2005 年提出，此后，未来产业

在世界各国和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实践中不断

丰富和拓展。陈劲等 [2] 认为未来产业是对经

济社会变迁起到关键性、支撑性和引领性作用

的前沿产业，李晓华等 [3] 认为未来产业是以

满足经济社会不断升级的需求为目标，会在未

来发展成熟和实现产业转化，形成对国民经济

的重要支撑和巨大带动的产业。目前未来产业

的概念界定虽存在分歧，但基本上趋于一致，

本文认为未来产业是由前沿科技与颠覆性技术

突破所推动形成的具有引领性和高成长潜力的

战略性产业，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支撑和巨大带动作用，关系着国家或地区的发

展命运 [4]。

由于各国科技经济与产业发展水平的不均

衡，未来产业的提出背景、战略定位、布局领

域、发展路径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这也使得

国内外未来产业研究的关注点有所不同，研究

呈现出“碎片化”特征，难以形成系统性框架。

特别是近年来，欧美国家陆续发布未来产业的

战略部署，我国多个省市相继出台促进未来产

业发展的规划文件，这预示着未来产业研究也

即将迎来爆发期。然而，当前对未来产业研究

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分析的研究成果较少，仅曹

梅英等 [5] 在《基于修正钻石模型的未来产业选

择研究》一文中对未来产业研究的重要主题进

行了简单描述，缺少系统性和全面性。基于此，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等方法，对国内

外未来产业的研究现状、热点主题和未来趋势

进行系统分析，以期为后续研究和实践探索提

供一定借鉴。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以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为国内文献数

据源，以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作为外文文献

数据源。中文检索式：“SU= 未来产业”，外

文检索式：“TS=(“future industry” OR “future 

industries” OR “industry of the future” OR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时间限定在 2023

年 9月 30日之前，检索日期为 2023年 10月 5日，

外文文献类型选择“article”，剔除会议通知、

新闻、征稿等非学术性信息及与主题不相关文

献，共得到中文文献 117 篇，外文文献 93 篇。

本文利用文献计量、内容分析和共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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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法，并借助 SATI、bibexcel 等软件。文献

计量方法主要用于分析未来产业研究现状和趋

势、国家地区分布和研究力量等；内容分析法

主要用于文献内容的分析和挖掘，以客观准确

地揭示文献隐含的知识和深层次内容；共词分

析法主要用于高频关键词共现以识别该领域研

究热点主题，通过低频关键词和文献内容分析

对该领域研究趋势进行研判。

2　国内外未来产业研究现状分析

为全面了解国内外未来产业研究进展，从

文献数量、国家分布、期刊分布、研究力量等

方面对该领域的研究情况展开分析。

2.1　国外未来产业研究现状

（1）外文文献年分布

国外未来产业相关文献产出呈现明显的阶

段特征（图 1）。1966—2016 年，文献产出数

量较少，无文献产出年份占比较高，如 1966—

1979、1990—1994、2000—2005、2008—

2012，断层现象较为明显，反映出研究的连续

性欠佳。2017—2023 年，研究热度有所增强，

2020—2021 年、2023 年文献产出均超过 10 篇，

在美国《NSF 未来法案》、法国“未来工业”、

英国《产业战略：建立适应未来的英国》等政

策规划推动下，一批新兴技术、颠覆性技术和

前沿技术的创新突破，催生孵化出面向未来、

决定未来产业竞争力的前瞻性、战略性前沿产

业，该领域研究开始呈现发展活力，研究维度

更加多元。随着主要国家未来产业相关战略的

深入推进和落地实施，国外未来产业研究将呈

现快速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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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外未来产业相关主题文献发文量统计　

（2）国家 / 地区分布

结果显示，93 篇文献共涉及 28 个国家，

中国、美国、英国排名前 3，合计发文 39 篇，

占比 41.94%。美国、英国均为发达国家，科

研实力和产业基础雄厚，对未来产业的战略部

署相对完善，研究优势显著。我国产业体系较

为完备，近年来受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的外部

冲击，芯片、集成电路、关键零部件等核心领

RESEARCH HIGHLIGHTS AND FRONTIER TRENDS OF FUTURE INDUSTRY AT HOME AND
ABROAD BASED ON BIBLI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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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面临“卡脖子”困境，促使我国加快关键核

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原始创新，前瞻布局未来

产业，使得我国在该领域占据一定研究优势。

法国、澳大利亚、挪威、意大利发文量也在 4

篇以上。

（3）研究力量分布

结果显示，93 篇论文共涉及 154 家机构，

仅 15 家发文在 2 篇及以上，反映出研究力量比

较分散，缺少持续关注未来产业的研究机构。

发文最多的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

共发文 7 篇，作为全球顶尖科研机构，其在信

息物理系统、数字技术、生命科学等领域的研

究优势，使其在制造业数字化、未来工业系统、

产业规划与评估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

其次为法国研究型大学、法国波尔多大学，发

文量分别为 5 篇、3 篇。此外，未来产业还受

到昆士兰大学、东京大学、伦敦大学、普林斯

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顶尖高校以及美国能

源部等政府部门的关注。

2.2　国内未来产业研究现状

（1）国内文献年分布

国内未来产业的研究起步较晚，最早的文

献是由陈俊英于 2005 年发表的《“未来产业”

的概念探讨 - 以中医产业为例》一文。由此开始，

国内未来产业研究可划分为 3 个阶段（图 2）：

2005—2018 年为萌芽和缓慢发展期，仅少数年

份有文献产出；2019—2020 年为稳定发展期，

年文献产出在 5—7 篇，研究热度明显增强；

2021—2023 年为快速发展期，在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背景下，未来产业被正式提出，研究热度

迅速提升，文献年产出超过 25 篇。2021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从国家层面提出组织实施未来

产业孵化和加速计划，受此影响，该领域研究

将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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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内未来产业相关主题文献发文量统计

（2）主要载文期刊

统计发现，117 篇文献共涉及 72 种期刊，

载文2篇及以上的20种，其中，《新经济导刊》《中

国科学院院刊》《科技中国》排名前 3，共载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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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24 篇，占比仅 20.51%，期刊分布较为分散，

尚未形成核心期刊群。值得注意的是，该领域

开始受到聚焦科技管理、产业集群与创新、经

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科技类、经济类期刊关注，

同时还分布在注重宏观政策研究，聚集产业发

展、科技评估的区域发展类、图书情报类和产

业类期刊。

（3）研究力量分布

统计发现，117 篇文献共来自 91 家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16 篇）、中国科学院（9 篇）

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5 篇）排名

前 3，合计 30 篇，占比 25.64%。发文 2~4 篇的

有清华大学、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中国

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等 16 家机构，发文 1

篇的多达 72 家，研究力量较为分散独立。从机

构类型看，科研院所是该领域研究的主力军，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最具代表性，

还包括关注企业战略、产业政策、情报咨询类

的研究所或智库机构；高校经管学院、技术创

新中心等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此外，企业、

政府相关部门也参与该领域研究工作。

3　国内外未来产业的研究热点分析

3.1　国外未来产业研究热点

利用 Bibexcel 软件对 93 篇外文文献的关键

词进行统计，得到独立关键词 268 个，筛选出

与未来产业相关的高频关键词（表 1）。

可以看出，industry 4.0( 工业 4.0)、Indus-

trial Internet of Things（工业物联网）、machine 

learning（机器学习）、future industry（未来产

业）、digital twin（数字孪生技术）、Internet 

表 1　未来产业主题外文文献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工业 4.0 9 云制造 2

工业物联网 5 数字化 2

机器学习 5 能耗 2

未来产业 4 全息制造控制 2

数字孪生 4 多代理系统 2

物联网 (IoT) 4 实时数据分析 2

信息物理生产系统 3 资源管理 2

中小企业 3 资源虚拟化 2

智能制造 3 安全 2

增材制造 2 数据模型 2

人工智能 2

of Things (IoT)（物联网）、Cyber Physical Pro-

duction System（网络物理生产系统）、SME（中

小企业）等排名靠前，有 238 个关键词仅出现

1 次，反映出研究主题较为分散，结合文献内

容分析，归纳出以下研究热点方向：

(1) 未来产业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创业

和服务视角对未来产业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

究发现，技术、创造、需求和愿望是影响未来

产业创业的关键因素 [6]。在服务方面，有学者

将知识密集型服务（KIS）视为未来产业的一部

分，提出 KIS 本地化受知识类型（分析、综合

和符号）等不同因素影响的假设，并结合墨西

哥国家城市系统 KIS 本地化的地理效应和空间

效应，验证假设的科学性 [7]。

（2）未来产业的人力资源发展研究。人力

资源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该研究方向

主要关注教育和评估问题，其中，人力资源教

育聚焦能力建设，包括集成智力生产、环境和

机器人系统中的复杂工业系统的设计、制造、

操作和维护以及应对当前各种挑战等 [8]。基于

RESEARCH HIGHLIGHTS AND FRONTIER TRENDS OF FUTURE INDUSTRY AT HOME AND
ABROAD BASED ON BIBLI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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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产业对产业 - 过程 - 组织模式的要求，人力

资源评估更多关注沟通效率，相关评估指标包

括数据和信息的倍增、大规模定制、全球协作、

老龄化社会、资源稀缺、动态技术和创新等 [9]。

（3）未来产业驱动技术研究。未来产业是

由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驱动，针对未来产业

驱动技术的研究备受关注。现有研究主要围绕

5G、工业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创

新和应用展开，如从工业互联网需求出发，研

究基于 5G 或 TSN 技术、可实现成本分析和租

赁管理功能的分布式移动管理技术 [10]，以及研

究 5G 与物联网、增材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

先进材料和增强现实的集成以实现颠覆性商业

模式创新 [11]。还有学者利用 5G、零信任和区块

链等技术构建面向 FIoT 的零信任安全架构和基

于区块链的物联网环境设备认证体系 [12]。

（4）未来产业的企业发展研究。企业是未

来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针对企业发展的研究

主要包括平台建设、运营模式、技术应用和评

估等关键问题，如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分散性、

不变性和透明性，对企业区块链平台与商业模

式进行创新 [13]。研究企业应关注的概念、技术

及实施措施，开发包括 42 个工业 4.0 概念目录

和基于评估结果的规范策略的评估模型 [14]。

（5）未来产业的实证与案例研究。主要从

支撑和服务未来产业发展的角度进行案例剖析，

如梳理法国 IMS2 工作组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 4

个主题领域（敏捷性、新技术、可持续性和产

业传播）及其主要贡献，提出优化解决方案并

绘制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路线图 [15]。 以 Navan-

tia 公司为例，研究在工业 4.0 框架内实施改善

价值链和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的解决方案 [16]。

3.2　国内未来产业研究热点

利用 SATI 软件，对 117 篇中文文献关键词

进行统计，得到独立关键词 324 个，根据高频

关键词统计发现（表 2），关键词分布较为分散，

仅未来产业、人工智能、战略新兴产业、产业

政策、产业链、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新发

展格局、新型研发机构等关键词出现 5 次及以

上，有 240 个关键词仅出现 1 次，可见国内该

领域的研究热点不够聚焦，结合文献内容分析

将国内未来产业研究归纳为以下热点方向：

表 2　未来产业主题中文文献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未来产业 99 量子信息 3

人工智能 12 新一代信息技术 3

战略性新兴产业 10 产业集群 2

产业政策 7 创新生态系统 2

产业链 5 颠覆性创新 2

颠覆性技术 5 供应链 2

前沿技术 5 核心关键技术 2

新发展格局 5 紧缺人才 2

新型研发机构 5 类脑智能 2

创新链 4 量子信息产业 2

重点领域 4 双循环 2

产业变革 3 新科技革命 2

创新生态 3 全球产业链 2

技术创新 3 原始创新 2

价值链 3 支撑体系 2

（1）未来产业相关理论研究。未来产业的

理论研究是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具体包括未来

产业的概念、内涵、特征以及发展规律、演化机

制和选择策略等。关于未来产业的概念内涵，早

期研究认为未来产业是以知识运用为基础、注重

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关联性很强的产业 [1]。此

后，一些学者提出新的观点，如未来产业本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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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智慧产业，是前沿科技产业化形成且决定未

来竞争优势的前沿产业 [17]，还有学者认为未来

产业是重大科技创新产业化后形成、代表未来科

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对经济社会具有支撑带动

和引领作用的前瞻性产业 [18-19]。随着未来产业的

概念界定趋于一致，其内涵特征逐渐明晰，有关

未来产业的发展规律、演化机制和选择策略开始

受到关注，如王秀丽 [20] 根据未来产业参与活动

的差异，将其划分为工程化、商业化和产业化 3

个阶段。曹梅英等 [5] 对产业选择的钻石模型进

行修正，构建了由政府、机遇、资源要素、发展

基础组成的未来产业选择模型。李晓华等 [3] 研

究发现，未来产业的演化过程呈现出公共性与竞

争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技术推力与市场拉力

的特点。

（2）未来产业发展现状与策略研究。该研

究方向的文献占比最高，可划分为国家和区域

两个层面，国家层面立足全球视野，结合未来

产业发展特点和趋势，研判“十四五”时期我

国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探讨未来产业支

撑体系的构建 [17]，或结合主要国家未来产业布

局和我国现状，剖析我国未来产业发展机遇和

挑战，并提出相应对策 [18]。区域层面主要涉及

省区和市域，梳理各省区政策面、技术面、市

场面的未来产业现状并提出对策 [21]，或对国内

先进城市未来产业发展态势和经验研究，提出

特定区域未来产业发展建议 [22]。

（3）未来产业技术相关研究。该方向主要

探讨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与未来产业的相互

关系，前沿热点技术识别等，兼顾定量与定性

研究，如研究颠覆性技术和未来产业相互关系，

发现其对未来产业具有促进、催生、筛选和甄

别的正向作用，同时，其高风险性、强时效性

也使未来产业面临不确定性、时机压力和波动

性干扰等 [23]。还有学者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例，

基于关键词频次和中心度识别该领域前沿技术

为社会治理、5G 和人才培养等 [24]。 

（4）国外未来产业借鉴研究。国外未来产

业发展经验对国内具有重要借鉴价值，该方向主

要从未来产业的整体、某一特定产业领域视角进

行现状梳理，进而提出相应启示。周波等 [25]、

陈晓怡等 [26]、方晓霞等 [27] 对全球主要国家未来

产业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包括战略部署、布局

领域、资助项目和主要举措，归纳发展经验并

提出启示。在特定产业研究方面，有学者以德

国量子计划为例，剖析其对“政产学研”和公

众等不同主体采取的相应举措，提出我国布局

未来产业的启示 [28]，以及通过美国量子人才培

养的重要举措分析，总结未来产业创新人才培

养的成功经验 [29]。

（5）其他方面的研究。除上述研究主题外，

国内学者还对未来产业的创新生态系统、人才

需求、新型创新组织、企业定位与作用等方面

展开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未来产业的研

究体系，如李军凯等 [4] 基于未来产业特征与演

化规律，构建了由前沿知识创造群落、应用场

景转化群落和产业价值实现群落组成的创新生

态系统框架。还有学者以国家实验室为例，指

出未来产业新型创新组织应立足中国实际、瞄

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地方政策作用 [30]。 

4　未来趋势与展望

当前，未来产业已成为新时期大国博弈的

新赛道，受到学术界、产业界的广泛关注。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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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未来产业政策环境和技术储备的不断完善以

及细分产业领域发展需求的日益增加，未来该

领域研究将呈现多元化、系统化和跨学科的特

征。结合已有研究文献和专家观点，对未来产

业的研究趋势和展望如下：

4.1　面向未来产业的企业发展研究

企业在科技创新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是

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主体。《浙江省政府

关于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

鼓励行业头部企业布局未来产业前沿领域，支

持企业牵头成立未来产业创新联合体，积极培

育“链主”企业。鉴于未来产业处于产业发展

初期，涉及企业类型和领域众多且需前沿技术

驱动，未来该方向可围绕以下方面展开：一是

企业的培育和发展研究，重点关注未来产业的

企业遴选、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支持政策与配

套措施、人才需求等；二是企业的协同与集群

研究，可以从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的融通发展

与协同创新、企业创新联合体的搭建与运行、

细分领域企业聚集发展与生态重塑等展开；三

是企业技术创新现状与竞争力研究，通过专利分

析等手段研究未来产业细分领域企业空间布局、

行业结构、技术创新情况，科学评价企业在产业

链中的地位，以及通过国家、地区或城市间横向

比较，探究该细分领域的产业竞争力水平，以有

效支撑细分领域产业规划与决策部署。

4.2　面向未来产业的前沿技术研究

未来产业是由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驱动

而形成的前沿产业，诸如发达国家前瞻布局的

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诊疗、氢能、脑科

学等，加强前沿技术研究对孵化新产品、新业

态和支撑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目前

该方向研究集中于工业互联网、5G、区块链、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的技术应用、前沿识别、

技术集成、产业影响等。该方向未来可围绕以

下方面展开：一是未来产业前沿技术识别方法

与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基于未来产业特定细分

领域技术需求，开展前沿技术识别的理论与方

法研究，建立科学合理的前沿技术识别指标体

系，为特定领域前沿技术的识别、评估与筛选

提供方法支撑；二是前沿技术情报支撑与服务

研究。基于技术情报分析方法，研究特定产业

技术的发展态势与竞争格局、产业发展阶段与

技术路线、关键技术布局等，为政府制定产业

政策规划、企业开展技术预测和选择等提供参

考依据。

4.3　未来产业的预测和选择研究

当前，国际形势日益复杂，保护主义和单

边主义抬头使未来产业面临极大风险。准确预

测和选择未来产业对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至关

重要。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存在

计算复杂、主观性较强的问题。因此，该方向

研究可尝试从以下方面展开；一是未来产业预

测模型构建研究，结合未来产业的概念、内涵

和特征，对传统产业预测模型进行融合创新，

调整优化模型指标体系，探索构建多维数据融

合的未来产业预测模型；二是未来产业选择指

标体系与遴选方法研究。发展未来产业应考虑

其地域性和选择性，可结合未来产业共性特征

和区域发展实际，在产业形态、产业规模、产

业技术、产业风险等方面设置共性指标，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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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域和城市层面设置政策、资源、人才、企业

等指标，构建适应不同场景的未来产业选择指

标体系。在遴选方法方面，为避免单一遴选方

法的不准确或失效问题，应探索政策文本分析、

共词分析、模糊综合评价法、专家评价法等方

法的综合运用以及创新方法的实践，为区域发

展和产业布局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4.4　未来产业的发展模式研究

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线性发展模式相比

有着显著区别，其发展是技术创新、模式诊断

与市场需求不断互动升级的过程，探索适合未

来产业的发展新模式尤为紧迫。结合专家观点

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律，未来该方向将围绕以下

方面展开：一是未来产业特定领域发展模式的

研究。未来产业虽涉及领域众多，但发展模式

的特征和内涵基本一致，应瞄准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重点领域，从企业培育和全球价值链话

语权争夺出发，总结对比商业模式创新、快速

迭代模式、应用层带动基础层模式、建立自主

技术标准模式的特点、优势及适用场景，为细

分领域发展模式选择提供参考；二是基于政策

工具视角的发展模式研究，综合考虑安全、市

场、融资、税收、知识产权、人才和贸易等因素，

探索构建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工具体系，

助力未来产业发展模式创新；三是借鉴与探索

研究。借鉴发达国家未来产业发展模式，结合

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国内城市未来产业

发展实践，从产业、合作、服务等视角出发，

开展打破产业边界的“未来产业 +”的融合发

展模式、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参与的产学研用一

体化的创新合作模式、“政府 + 企业”的创新

服务模式、产城融合和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以

及上述模式的综合应用等研究。

4.5　未来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未来产业对重构全球创新版图和经济结构

意义重大，其发展离不开产业技术创新的持续

探索和突破，而且产业规模化、集群化也需要

在一段时间内实现，因此，亟待构建支撑未来

产业发展的长效动力机制。该方向将主要围绕

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基于现有理论模型的动力

机制研究。将现有成熟理论和模型，如系统动

力学、钻石模型、复杂适应系统等应用于未来

产业，研究影响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及相互关

系，探索构建由内生机制、外发机制、内外联

动机制组成的动力机制，或构建包括市场环境、

技术制度环境、资本环境、政策环境、集群效

应等在内的钻石模型以探究未来产业成长动力

机制等；二是产业融合视角的动力机制研究。

在产业融合方面，未来产业的边界趋于模糊、

产业间协同、区域集群化特征愈发明显，呈现

出与相关产业渗透、交叉及催生新业态的动态

发展与演化规律，通过对影响产业间融合、产

业内融合、区域融合的多元动力或因素研究，

从外部环境、需求拉动、企业内在驱动、技术

创新等维度探索构建未来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

5　结语

本文基于 Web of Science 和 CNKI 收录的未

来产业主题文献，结合文献计量、内容分析和

共词分析等方法，从文献数量、国家分布、期

刊分析、研究力量等方面揭示国内外未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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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归纳剖析该领域研究热点主题，并

对其未来趋势进行研判展望，得出以下结论：

（1）未来产业研究的阶段性特征明显，

2017 年后，研究热度显著增强。美国、英国、

法国等在该领域具备一定研究优势，中国发文

量增长迅速，外文文献超过美国、英国，中文

文献快速攀升至 30 篇 / 年以上。由于受到中美

贸易战和科技战外部严重冲击，我国政府高度

重视未来产业布局和发展，加快核心技术自主

研发和原始创新，随着未来产业相关政策落地

实施，国内该领域的研究热度将持续增强。

（2）研究力量较为分散独立，缺少持续关

注未来产业的研究机构。国外研究力量以高校

为主，国内研究力量更加多元，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院所是该领域研究主力，

此外，还包括关注企业战略、产业政策和情报

咨询的高端智库以及清华大学、新疆财经大学

等高校。

（3）通过国内与国外未来产业研究热点的

对比，国内研究热点与国外存在一定差异，国

内聚焦未来产业的理论研究、发展现状与策略、

国外借鉴等，国外侧重未来产业的影响因素、

人力资源、企业发展、实证与案例等。国内研

究应加强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源、企业

发展和实践案例的总结与经验推广等研究。

（4）通过文献内容分析和专家观点解读，

该领域后续研究将在深化和完善以往研究主题

的基础上，重点围绕未来产业的企业发展、前

沿技术，未来产业预测和选择，未来产业的发

展模式，未来产业的动力机制等展开。

未来产业研究是支撑未来产业实践发展和

创新突破的重要动力源。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

外未来产业领域研究现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

进行研判和展望，可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和选题参考，以深化和拓宽现有研究，填补研

究空白。同时，文中有关未来产业的企业发展、

人力资源培育、产业选择和预测等相关研究对

产业政策制定、产业选择布局和企业自身发展

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需要注意的是，研究还

存在不足。本文涉及的未来产业主题文献数量

有限，文献计量部分缺少国家、机构、作者的

合作网络分析，以及高被引论文、研究热点演

化等相关分析；由于关键词词频普遍不高，研究

热点分析更多依赖文本分析和专家观点解读，存

在一定主观性；研究主要基于文献数据，未来产

业相关政策文本、科研项目、科技报告、产业数

据等在本研究中未有体现，未来可充分结合上述

资料数据，全面揭示国内外未来产业研究现状，

更好支撑和服务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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