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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函〔2025〕2号

关于实施“新经济领跑计划”三期班的

通知

各相关单位：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

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

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我们既面临着千载难

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挑战。

以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向先进质态跃升，培育和发展新质生

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为全面贯彻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思想，落

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形成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高效协同深

度融合的创新体系，丝路国际人才联盟、丝路国际产能合作促进

中心推出“新经济领跑计划”。

丝路国际人才联盟由48家中央企业与丝路国际产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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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中心共同发起，旨在有计划、成系统地加快国际化人才培养，

构建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

丝路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中心是服务“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

作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主要开展政策研究、项目推进、人才培养

等工作，对参与“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企业提供政策指导，

服务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整合国际国内的优势资源，为企业

提供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的服务。

“新经济领跑计划”将通过“三位一体”的学习培训模式，

立足企业创新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需求，加强对企业的战略引导

和服务，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转型优化升级能力，促进培育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经济领跑计划”致力于促进创新链、

产业链、资本链、政策链和人才链“五链合一”，引导企业聚焦

主业、协调联动、互利合作，共同探索产业链上中下游融通创新

的“中国方案”，切实提升我国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向价值链

中高端不断迈进。

一、 项目定位

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支撑，搭

建连接产业、科研、资本融合发展的平台，为推动加快建设世界一

流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发展壮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高新技术

企业，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促进大

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提供助力。

二、 项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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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丝路国际人才联盟成员单位高管、下属涉及战略新兴

产业或计划进行产业转型投资的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科研机

构、投融资领域及相关专业服务机构的管理者；

（二）涉及战略新兴产业或计划进行产业转型投资的大型企业；

（三）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良好发展前景的科技型高成长企业；

（四）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各省

市认定的(或重点培育)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以及创新能力强、

具有“专精特新”成长可能性的中小企业；

（五）企事业单位下属的从事前沿科技研究和科研成果转化的

科研院所机构；

（六）支持创新发展的金融机构和其他各类专业服务机构。

三、 核心师资

·部委领导和参与政策顶层设计的权威专家

·各科技领域著名学者、专家

·权威智库及行业主流投资机构

·创新发展龙头企业家

四、 项目管理

教学管理：“新经济领跑计划”为期十二个月，每两个月

集中授课学习一次，每次2-3天。

学习方式：“新经济领跑计划”采取不脱产培养方式，集

中授课与考察学习相结合。

结业：由主办机构颁发结业证书。

五、 报名与选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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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咨询：与项目办公室联系，咨询与项目相关的问题。

报名申请：填写报名申请表，提交个人信息及相关资料。

资格审核：由专家遴选委员会对申请人资格进行审核确定初审

录取名单。

录取通知：向通过面试的申请者发放录取通知书、入学须知和

学员注册表。

开学通知：项目办公室确认收款后，向学员开具发票并发放开

学及第一次授课通知。

报名联系：13811548421 梁老师（同微信）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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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新经济领跑计划三期班全年课程表
（拟定）

第一模块 创新政策与创新发展趋势
第二模块 企业创新发展战略与新质生

产力

课程要点：帮助学员把握新时代格局，深
入剖析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与发展政策，展

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

课程要点：聚焦创新战略，帮助学员了
解如何构建创新商业模式，探寻如何通

过创新驱动激发创新活力，培育发展新

质生产力，推进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

上课时间：2025.6.21-22 上课时间：2025.8.23-24

授课主题 授课主题

1、国际关系与政经形势分析

2、国家宏观政策与创新驱动

3、国际创新发展理念与创新体系

4、创新发展趋势与影响要素分析

5、创新驱动一流企业高质量发展

1、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解码新质生产力

2、商业模式重塑与企业价值创新

3、创新中的组织与运营流程优化

4、创新型人才规划与发展

5、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保护

第三模块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前沿(上)
第四模块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前沿(中

)

课程要点：新能源、低碳经济与生态环保

(量子科学、新材料、新能源、新型汽车
、低碳经济、ESG)领域前沿科技动向和发

展趋势

课程要点：信息科技与高端装备、智能

制造(数字化、人工智能、智能智造、
区块链、物联网、新材料、高端装备)

领域的前沿科技动向和发展趋势

上课时间：2025.10.25-26 上课时间：2025.12.13-14

授课主题 授课主题



1、全球视野下中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和驱动机制

2、中国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

3、国内外新能源技术发展趋势与产业发展

研究

4、新能源产业链布局机会与挑战

5、中国生态环境产业高质量发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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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1、从互联网到新工业革命

2、数字经济与数字化转型/挑战与策略

3、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趋势与政策研究

4、场景创新与人工智能产业应用与发展

5、智能制造现状与产业发展前景分析

6、新材料与高端装备制造

第五模块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前沿(下) 第六模块 产融与创新/创新领先实践

课程要点：生命科学与大健康(大健康、

生物医药、干细胞、生命科学、智慧医疗

)、现代农业领域的前沿科技动向和发展

趋势

课程要点：通过全球创新领先案例探究

，系统化研讨创新驱动商业价值提升的

成功路径与实施要素；帮助学员认知如

何通过金融资本助力推动创新产业发展

上课时间：2026.2.21-22 上课时间：2025.4.18-19

授课主题 授课主题

1、大健康产业发展趋势与产业布局

2、生物医药创新前沿与我国生物医药的

发展

3、生命科学前沿研究与应用发展

4、智慧医疗产业发展趋势与应用发展

5、育种技术与食品安全、智慧农业趋势与

发展

1、产融结合与协同创新发展机制

2、“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创新模式

3、多层次资本市场投融资与资本运

作

4、企业投融资决策与风险管理

丝路国际人才联盟

主题词：新经济 领跑 科技创新 培养计划 通知

丝路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中心

2025年1月1日印发


	一、项目定位
	二、项目对象
	（一）各丝路国际人才联盟成员单位高管、下属涉及战略新兴产业或计划进行产业转型投资的企业、“专精特新”企业、
	（二）涉及战略新兴产业或计划进行产业转型投资的大型企业；
	（三）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良好发展前景的科技型高成长企业；
	（四）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各省市认定的(或重点培育)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以及创
	（五）企事业单位下属的从事前沿科技研究和科研成果转化的科研院所机构；
	（六）支持创新发展的金融机构和其他各类专业服务机构。
	三、核心师资
	四、项目管理
	五、报名与选拔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