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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感器产业十四五发展前瞻之一----政策环境 

1、“两化”融合进入新阶段，传感器应用渗透率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而“两化”深度融合在“四化同步”发

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十三五”期间国家也密集发布

了一系列促进两化融合的政策措施，如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制

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28 号）《关

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7〕40 号），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制定《扩大和升级

信息消费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等，相关政策的出台

也为“两化”深度融合营造了良好环境。未来，继续不断推进“两

化”深度融合仍将是“十四五”国家信息化建设重点，提升信息

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水平，培育经济转型升级新动能，持续推进

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 

“两化”融合正在向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迈进，

逐步进入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为核心特征和重要模式的新阶段。

传感器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关键技术之一，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的使能技术，未来在工业、交通、医疗、农业、环保等方面的

应用将更加广泛和深入。 

2、信息安全产业高速发展，传感器自主品牌需求迫切 

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

用的不断渗透，信息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其地位和重要



性日益凸显。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和鼓励行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如国家于 2016 年颁布并于 2017 年

6 约 1 日起正式实施《网络安全法》，工信部、教育部等十部门

联合印发了《加强工业互联网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

网安〔2019〕168 号）等，为信息安全行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

法律政策环境，“十四五”期间，信息安全产业将得到快速发展，

随着国家法律及行业政策法规的推动，我国信息安全市场空间将

日益扩大。 

未来，国内信息安全产业将迎来高速发展，也使国内传感器

产品产业化进程大幅加速，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出于对网络安

全的考虑，转而支持、采购国内具备安全、智能的传感器产品与

解决方案。传感器作为信息采集的入口，信息安全的首要端口，

其重要性在“十四五”时期仍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此外智能传

感器产品将有效提高信息安全防护等级，国内的产品机会进一步

凸显。 

3、5G 等“新基建”速度加快，传感器市场增速可期 

加快 5G 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当前经济增长、夯实

长远发展基础的重要措施，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

发展。2018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已经明确了 5G、

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的定位，进入

2020 年以来，各地对于新基建的部署更加深入。“新基建”以强

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为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提



供基础性支持，促进新业态、新产业、新服务不断发展。 

加快 5G 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国家的长期战略任务，“十

四五”期间仍将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传感器作为“新基建”

的关键实施环节也将迎来巨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新型基础信息

建设为传感器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环境，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促进传

感器技术水平的提升和产业化发展，未来国内的传感器市场规模

将呈现高速增长。 

4、“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传感器产业国际合作增强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至今，中国已与150多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40多个国家和地

区签署了标准化合作协议。“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对

外开放的新思路，特别是通过“数字丝绸之路”的铺开，促进了

陆海空实体联通和经济合作效率提升，打开了跨区域合作的新维

度。“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

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通过加强国际

合作，对接彼此发展战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实现

合作共赢。 

“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

共享，其将有利于推动我国传感器企业走出国门，与欧洲、中亚、

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合作伙伴建立更加紧密的互惠关系，并在

推进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高质

量发展过程中寻找到更多的发展空间与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