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

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

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

力。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进一步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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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

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2024年全国两会，“新质生产力”成为热词。

2024年 1月 23日，一箭五星，中科宇航力箭

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发射圆满成功。截至目前，力

箭一号运载火箭三战三捷，共将37颗卫星精准送

入预定轨道，发射成功率 100%。值得期待的是，

中科宇航力箭二号液体运载火箭将于 2025年首

飞。

全球首型，蓝箭航天连续 2次成功入轨液氧

甲烷运载火箭；星际荣耀成功开展国内首次液体

火箭全尺寸一子级的垂直起降与重复使用飞行

试验；星河动力实现了我国民营运载火箭首次海

上发射……这是北京商业航天动力澎湃的新质

生产力。

拥抱新质生产力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坚

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新质生产力

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

劲推动力、支撑力。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我们在新发展阶段

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能和构筑国

家新优势提供了重要指引。”国家信息中心信息

化和产业发展部分享经济处处长、正高级经济师

于凤霞表示，新质生产力是以新技术深化应用为

驱动，以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涌现为重

要特征，进而构建起新型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

度体系的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依托新兴产业的

崛起和科技创新的推进。”在北京社会科学院副

研究员王鹏看来，新质生产力是指以创新为核

心，以高科技、高附加值、高成长性为主要特征，

具有先导性和支柱性的新型生产力。例如，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科技

产业，以及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经

济形态，都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

“新质生产力可以理解为基于科技创新驱

动，能够引领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经济深层次变

革的新型生产力形态。”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

研究员刘典认为，新质生产力不仅仅体现在生产

工具或生产方式的改进上，更在于全新的产业链

构建、业态模式创新及经济增长点的孵化。

他说，新质生产力可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

量子计算、区块链、6G通信、人工智能，生物科技

的基因编辑、生物制药、精准医疗，能源环保的清

洁能源技术、能源互联网、碳捕获与利用，智能制

造与新材料的智能制造系统、石墨烯、纳米材料

等领域，率先实现突破。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一项长期工程、系统

工程，不仅需要实践探索，更需要系统谋划和顶

层设计，我们期待能有相关政策出台给予具体指

导。”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建议，加快国家科

技创新体系建设，以肥沃的科技创新体系“土

壤”，孕育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果子”。强化和提

升知识价值创造的地位，通过鼓励知识价值创

造，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播撒“种子”。进一步

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加快构建“科研、转化、

产业”全生命周期创新链条协同融合体系。加快

科技金融体系建设，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充足

的血液和养分。精准抓住科技创新的“牛鼻子”，

瞄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商业航天、

低空经济、量子、生命科学、可控核聚变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中优势资源和力量发

力。

“我们正处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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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

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新质生产力应运而生并在

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

刚认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

待发，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产业

新业态，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

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带

动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重大技

术变革。

“培育好、发展好新质生产力需要进行系统

化布局。”中国电子首席科学家（计算体系）、中国

电子云总工程师朱国平提出，人才是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第一资源，人才政策是企业最为关注的方

面。同时，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时间和周期培

育，出台创新扶持政策尤为重要，他建议国家在

产业上进行前瞻布局，在政策上实现大力倾斜。

刘典也希望能尽快看到一些新进展：国家层

面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发展规划与政策支持；

地方政府如何结合自身优势布局和建设新质生

产力集群；国家对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基础研

究投入等方面的最新部署；关于人才培养、科研

成果转化机制、创新生态优化等方面的立法和制

度创新等。

崛起新质生产力

“我们在新赛道上不能掉队”“要奋起直追，

努力实现并跑甚至领跑”。在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是要

实现生产力的现代化。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

生产力。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

发展这一首要任务，进一步增强推动新质生产力

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提高推动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实践本领。

如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于凤霞提出5个

方面的路径：举全国之力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

破、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

深化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大力培养创新型

复合型数字化人才、以全面深化改革创新为形成

新质生产力保驾护航。

哪里将率先喷涌新质生产力？刘典认为，国

家高新区、国家级新区、国家自贸区等政策叠加

区域，这些地方往往拥有更为灵活的体制机制和

优越的营商环境，有利于吸引高科技企业和人才

集聚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学和科研院所密集的城

市和地区，由于其强大的科研实力和教育资源，

能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源泉；已经

形成一定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比如数字

经济、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

产业集聚区将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具有先

进制造业基础和良好产业配套能力的传统工业

重镇，通过转型升级也可能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承载地。

在王鹏看来，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前沿阵

地和桥头堡很可能会集中在以下几个区域：一线

城市及创新型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城

市在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

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将成为前沿阵地。杭州、南

京、武汉、成都等创新型城市，也具有很强的创新

能力和产业基础，有望在新质生产力培育方面取

得重要突破。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家高新区，这些区

域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拥

有较为完善的创新生态和产业体系，在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将

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桥头堡。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这些

区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拥有雄厚的产

业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

的实施，将为这些区域带来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发

展机遇，有望在新质生产力培育方面取得显著成

效。

赵刚认为，北京、上海、粤港澳等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以及江苏、山东、浙江、四川等新兴产业

和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布局的区域将会在发展

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

企业习惯用脚投票。朱国平认为，更多机会

孕育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这些经

济相对发达的区域。以中国电子云为例，目前，

已经在北京和石家庄基于中国电子云打造的产

品建设落地了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并同当地共同

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实体产业发展，助推

京津冀一体化协同。

“以智算为代表的高质量算力是新质生产力

所要求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新质生

产力离不开人工智能产业的大力发展。”北电数

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战略官杨震表示，以

“算力+生态”为特色的智算中心（AIDC）能够提

供规模化的 AI 算力，作为新时代的“AI 工厂”，

让算力服务“即插即用”，会是突破点之一，因此，

北电数智正在聚力布局打造AIDC行业标杆，助

力形成本地先进产业集群。

“充分发挥工业互联网赋能作用，推动数字

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新质生产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浪潮云洲工业互联网董事

长齐光鹏举例说，浪潮云洲基于云洲工业互联网

平台和云网边端软硬一体等核心能力，以数字化

转型诊断为抓手，面向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共性

及个性需求，提供公共服务平台及敏捷式技改服

务，通过在前、中、后端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带

动中小企业集聚的产业集群在内的产业链供应

链协同，为130余万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助

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加速新质生产力赋

能。

释放国家高新区新动力

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国家高新区不断探索深化改革，促进科技

创新与产业创新对接，持续做好又高又新两篇文

章，成效显著：中关村新一代信息技术、武汉东湖

光电子、张江集成电路产业的规模，分别占到了

全国的 17%、50%和 35%。支撑建设了 38个国家

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了1/3的高新技术企业、2/
3的科创板上市企业。国家高新区聚集了近80%
的全国重点实验室、70%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78%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高新区企业研发

经费投入超万亿元，占全国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近

一半。国家高新区企业拥有发明专利占全国接

近一半；智能机器人、卫星导航等一批引领性原

创成果在高新区加速产业化。

北京商业航天新质生产力厚积薄发。泰伯

智库2024年1月发布的“2023中国商业航天企业

百强”榜单显示，市值/估值 100亿元以上的 21家

企业中，12家在北京；百强企业中，51家在北京。

从独角兽企业分布看，全国 10家独角兽企业中，

有 6家在北京。从数量和质量上看，北京均占据

全国半壁江山。

目前，北京商业航天产业链条涵盖火箭、卫

星、地面站及终端设备、卫星应用服务全产业链，

是国内产业链最全的城市，北京市海淀区、丰台

区、大兴区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均将商业航

天作为重点产业布局方向，“南箭北星”格局已初

步形成。

成都高新区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

化上同时发力，新质生产力逐渐积厚成势。2023
年，天府绛溪实验室、天府锦城实验室（前沿医学

中心）等战略科技力量持续强化，4个研究中心实

体运行。新增国家级平台 5个，累计达 66家；北

京大学成都前沿交叉生物技术研究院揭牌投运，

聚集国际顶尖PI领衔的实验室 8个；实施中试跨

越行动计划，34 个中试平台累计服务中试项目

756 个，助力融资超 18 亿元；“岷山行动”稳步推

进，累计孵化华西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微电子先

进封测技术研究院等项目 15 个，形成技术突破

14项；新增国家级孵化载体 2家，在孵企业首次

突破2万家。

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载体。2023
年，常州高新区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48.5%，“两特三新一智能”主导产业对规模以上

工业经济贡献度超 80%，新能源“发储送用”产业

产值增速高达 23.7%。今年，该高新区将把巩固

和打造优势产业集群作为赢得区域竞争的关键

一招，力争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突破 4000 亿

元。

“新质生产力释放了驱动国家高新区高质量

发展的新动力。”国家高新区发展战略研究会会

长魏谷表示，向实向新向未来，新产业新业态在

国家高新区不断涌现，为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提

供坚实有力支撑。

“国家高新区是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赛迪

顾问园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孙晓利表示，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国家高新区具有“产业集聚”和

“科技创新”双重资源，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

新，是国家高新区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优势。

她认为，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是国家高新区

当前面临的重大机遇，是国家高新区迈向“世界

一流科技园区”序列，也是打造全球竞争新优势

的关键。国家高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抓住未

来产业风口，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战略必争领

域，系统谋划，超前布局，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未

来产业培育组织模式、政策体系、制度框架。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主任刘会武建议，新时期加

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国家高新区要抢抓数

字经济革命机遇和建设世界领先高科技园区的

窗口期，必须认真抓好3件事。

抓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新型工业化的根

本动力，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新质生产力

的集中体现。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长远发展，

聚焦重大创新领域，前瞻布局一批重大科技专

项，完善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体系，壮大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全面提升我国科技领域的原始性

创新能力，增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源动力。

抓制度改革。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

展，技术进步也需要相应的制度变迁。国家高新

区要先行先试，通过进一步的体制机制改革，实

现制度创新，释放改革红利，推动新兴产业发展，

既能够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适宜的制度环境，

也能够为新型工业化催生新动能。

抓产业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等新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和构成部分，

也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支撑和重点任务。在加

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同时，大力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构建具有智能化、绿色

化、融合化特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整体提升国

家科技水平和产业能级，是当前国家高新区的工

作重点，也是形成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之间

良性互动的必要条件。

▶ 本报记者 张伟

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崛起崛起！！2024 年 1 月 31 日，
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
一次集体学习，从理论
和实践结合上系统阐
明新质生产力的科学
内涵，深刻指出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
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提
出明确要求，为新征程
上推动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科学指引。

近年来，江苏省无锡市全力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水平，以场景应用
带动“智改数转网联”项目建设，以场景化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一批企业
通过生产换线、人机协同、“上云用数赋智”等，打造智能工厂、智能车间。图为无锡车联天
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智能网联汽车座舱域控制器自动化生产线（2月 27日摄）。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山东省滨州市聚焦2024年高质量发展目标，聚力实施工业企业产值倍增专项行动，锚定传统产业高端
化、新兴产业规模化、特色产业园区化、未来产业协同化发展方向，开足马力忙生产、赶订单，奋力冲刺首季
“开门红”。图为3月1日，在滨州市惠民经济开发区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园涂装车间，工人在涂装风电轮毂。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陕西榆林是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基地。近年来，榆林以创建能
源革命创新示范区为引领，加强科技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快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越来越多的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场景贯穿能源研发、生产、运输、
应用等诸多环节。图为2月28日，工作人员高巧利在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工艺
放大平台实验室制备催化剂小试样品。 新华社记者 邹竞一/摄

为期 4天的 2024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2月26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会展中心拉开
帷幕。今年大会有约2400家参展商和1100名演讲者参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华为、
中兴、联想、小米、科大讯飞等中国企业参加了此次活动。

图为人们参观华为展台。
新华社记者 高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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