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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提出：“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

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明确

了新时代新征程对发展生产力的新的重大要求，需要我们准确把

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第一，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离不开高技术。

生产力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的根本力量。在生产力各要素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生

产力的质态具有决定性影响。从工业革命的历程看，从 18世纪

的机械化，到 19世纪的电气化，到 20世纪的信息化，每次重大

科技创新都带来社会生产力大解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

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广泛渗透，带动了以数字化、智能

化、绿色化为特征的重大产业和技术变革。新质生产力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在基础研究重大突破及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成

果应用基础上产生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近年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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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高，量子信息、脑科学等基础研究领域取

得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人工智能、光伏、锂电池、

合成生物等新技术创新成果加快应用，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有

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二，新质生产力以资源优化配置为支撑，应具有高效能。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

为基本内涵，优化要素投入配置，提升要素组合效能，带来全要

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从生产力发展历史看，每次生产力水平的跃

升，都伴随着生产要素范围及其相对重要性的不断拓展变化。从

劳动、土地到资本、技术，再到知识、管理，再到数据等，生产

要素的内涵在持续拓展；同时资本、技术要素密集度不断提升，

人力资本、知识、管理等的作用大幅提高，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

的倍增作用凸显。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条件已经发

生深刻变化，经济增长动力正逐步从主要依靠资源要素外延式投

入转向依赖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

提升。过去 10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高于经济增速，

到 2023年已经提高到 16.2万元/人的新水平。

第三，新质生产力以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表征，必然是高质

量。产业是生产力的载体，产业转型升级是生产力变革的表现形

式。人类每一次重大科技革新都会深刻改变产业形态和生产组织

方式，带来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迭代升级，从蒸汽机、纺织机、

铁路，到电力、石油、化学、汽车，再到原子能、计算机、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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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等。新质生产力同样带来产业结构、企业形态、产品质量发

生重大变革。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创新活跃、

技术密集、价值高端、前景广阔等特点，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

方向。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2023年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13%，新能源汽车、锂电

池、光伏产品等优势领域加快发展，在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新

兴领域也形成一定领先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不断夯

实。

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新的战略举措，在理解和落实中有

两点需要注意把握：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

业。传统产业在我国制造业中的占比超过 80%，是现代化产业体

系的底座。传统产业不代表落后生产力，通过技术革新可以激发

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来源。二是发

展新质生产力不要一哄而上、泡沫化，而要因地制宜、稳扎稳打。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差异大，不同地区资源禀赋、产业基础、

科研条件等不尽相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就有差异。各地

区要找准自身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定位，尊重产业发展客观

规律，充分发挥本地区发展潜能和比较优势，打好“特色牌”、下

好“先手棋”，稳扎稳打发展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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