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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海关总署、税务总

局、质检总局、知识产权局等十部委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被列入重点推进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重

要领域。《意见》提出，要鼓励和支持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开拓国际市场，在海外投资建厂，开展高水平的合

资合作。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党中央、国务院面向未来，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

升级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国际化是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必然选择。《意见》指出，促进战略性新

兴产业国际化发展就是要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逐步深化国际合作，积极探索合作新模式，在更高层次

上参与国际合作，从而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发展能力与核心竞争力。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

展应准确定位，明确方向。一是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制造、营销等各环节的国际化发展水平，提升全

产业链竞争力；二是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企业、产业联盟、创新基地的国际化发展能力，提升市场主

体竞争力；三是营造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良好环境，完善支撑保障体系；四是处理好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的相互关系，夯实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国内基础。 

    《意见》确定的国际化工作目标是，通过政府引导、上下联动等方式，力争到“十二五”末，战略性新

兴产业国际分工地位明显提升，国际化主体的竞争实力显著增强，贸易和投资规模稳步扩大，全方位、多层

次的国际化发展体系初步形成。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被确定为国际化推进重点。针对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意见》特别提

到，鼓励高端装备制造业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研发合作，提升创新能力；支持国产飞

机、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开拓国际市场；支持航空、海洋工程装备、高端智能装备等产业在海

外投资建厂，开展零部件生产和装备组装活动；鼓励海洋工程装备类中外企业开展高水平的合资合作。 

    《意见》提出，要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有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不断提升我国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要支持企业开拓和利用国际市场，不

断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化发展空间。要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促进对外投资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

建立海外生产体系、设立海外研发中心、建立海外营销网络体系。此外，国家将大力支持科技兴贸创新基地

建设，促进国内外行业领军企业集聚发展，充分发挥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对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

示范带动作用。 

    《意见》强调，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必须加大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完善便利化措施，

加强产业预警体系建设，积极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要充分利用好现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

有关财税政策，并利用出口信贷和出口信用保险，积极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重点产品、技术和服务开

拓国际市场，对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等金额较大或能带动国内专利技术和标准出口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产

品，在出口信贷和出口信用保险方面给予重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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