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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

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指明

了新的方向。2024 年 10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动

力，积极参与构建新发展格局，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

改革、高质量发展”“要勇当改革

开放的排头兵”“巩固提升先进

制造业产业基础，推动产业高端

化、绿色化、数字化，打造数字产

业、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作为培育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主要载体，进一步优化

管理体制，对国家高新区承担好

新的战略使命至关重要。

一、新质生产力发展对
高新区管理体制提出新要
求和新方向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

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新质生

产力由技术革命的重点突破不

断推动而形成，它的发展需要生

产关系的调整和社会制度的支

撑。从长远看，包括高新区在内

的各类开发区是特定历史条件

下的试验产物，终究是要发展成

为 一 种 成 熟 的 稳 定 的 管 理 形

态。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

最终重新回归到政府行政系统

中。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特性

和高新区的战略使命决定了今

后一个时期高新区的制度安排

仍然具有特殊性。

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

产力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战略

性。其承担着提升国家竞争力、

占领技术和产业制高点的使命，

是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全球经

济产业竞争最激烈的战略必争

之地。二是前沿性。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都是以对现

有成熟技术产生颠覆式影响的

前沿技术作为底层支撑，不同的

前沿性科技在发展过程中会根

据市场和产业发展的需要进行

跨界融合。三是风险性。无论

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未来产业，

在成为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之前，

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仅需

要巨大的投入，还面临着很高的不

确定性和风险。

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

阵地，未来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构

建和创新，要围绕着新质生产力

发展的需要来进行设计。从适

应战略性要求看，要在新质生产

力发展上承担起闯关开路的任

务，制度安排上仍要有别于传统

的行政区域，管理体制既要从法

理上符合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

又要保持“野战军”的特点；从适

应前沿性要求上看，要求管理体

制中的决策环节更加迅速、高

效，执行环节更加系统、迅速，支

撑环节更加完善、有力，跟得上

瞬息万变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从适应风险性要求上看，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就充满巨

大的机会和挑战，高新区管理体

制要最大限度能够支持和引导

创新主体勇闯“无人区”，以先行

先试的体制机制优势迅速培育

出新质生产力。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创
新的思路和方向

发展新质生产力，建立新型

的生产关系，要求高新区在全面

深化改革上有更大的创新和更

大的作为，对现有管理体制、管

理流程的优化和再造，打通束缚

新质生产力的各种堵点、痛点和

卡点。

1.以区域禀赋为依托优化顶

层模式设置。实践证明，尽管是

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管委会

的小政府运行体制仍是高效率

的管理机制。目前，国内新质生

产力发展水平基础和水平差距

很大，面临的任务和重心各不相

同，各地区应根据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基础，通过法定授权、协议

授权等方式，对高新区管理体制

在党政、人大、政协机构设置，行

政权力、行政执法实施，干部人

事管理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特色

化的顶层架构层面优化组合，设

计出更有创造性的管理体制，以

最适合本区域的发展模式推动

新质生产力发展。

2.以资源整合为方向优化内

部管理机制。近年来，各地高新

区不断探索创新战略性新兴产

业推动方式，组建与行政区截然

不同的内部管理机制。作为承

担特定使命的功能区，高新区的

行政管理要发挥改革创新优势，

积极引进企业化管理理念和竞

争理念，淡化行政干部、行政级

别的概念，在管理人员的选拔录

用、绩效考核、薪酬激励等方面

进行市场化改革，以内部竞争机

制提高产业竞争力。

3.以产业发展为重心推动职

能优化。经过30多年的发展，大

多数高新区都从单一的功能区

走向了现代化的科技新城方向，

城市功能、社会功能越来越完

善，但复杂的管理给精干高效的

管 理 队 伍 和 机 制 带 来 巨 大 挑

战。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任

务，要求高新区的管理体制依然

要坚持高和新，把主攻方向、主

要任务放在培育和发展未来产

业上。从全球看，创新活动越来

越呈现创新集群的趋势，发展新

质生产力，依然只能在少数地

区、少数产业领域集中突破。

4.以营商环境优化为抓手推

动先行先试。无论资源禀赋如

何，营商环境的优化都是今后一

个 时 期 高 新 区 面 临 的 首 要 任

务。随着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和

法治政府的建设，对市场失灵领

域，国家高新区需要转变思路，

通过高新区与生俱来的先行先

试创新属性，推出更具创新性的

政策举措、制度设计，调动服务

机构的积极性，通过技术、人才、

资金、市场等各类创新服务资源

的“强有力、高效率供给”，帮助

更广泛的创新主体以相对较低

的成本开展创新。

三、对高新区创新管理
体制的几点建议

高新区体制脱胎于传统行

政体制，其对传统体制具有天然

的依赖性，国家高新区创新激励

的弱化会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对

传统体制的回归，进而影响高新

区的发展活力。为保持国家高新

区的竞争力，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1.强化行政立法研究，赋予

国家高新区更加完整的经济管

辖权。建议参照深圳前海等地

区的法定机构立法经验，通过各

层面的立法，依照法定程序将能

够下放的各级各类经济管理权

限一揽子下放高新区，界定好行

政区和高新区的经济、社会管理

权力边界，同时建立与高新区法律

地位匹配的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实现管理的各司其职、集中高效。

2.加大改革试点支持，赋予

高 新 区 更 加 灵 活 的 先 行 先 试

权。先行先试权是一个包括法

律授权、政策支持等内容的综合

体系，其目的是为了创造鼓励改

革创新的氛围和环境，用特定试

验区域最小的“试验成本”换取

最大的改革成果，变通规定和试

错免责是先行先试的核心，也是

新质生产力前沿性和风险性所

必须的。各地应给予高新区更

大的改革和创新空间，赋予更大

的自主发展、自主改革和自主创

新权限，有利于破除制约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瓶颈，同时将风险控

制在最小范围。

3.创新干部人事管理，赋予

高 新 区 更 加 灵 活 的 人 事 管 理

权。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关键支撑，发展新质生产力归根

结底要靠优秀的管理团队来推

动和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最需要的是创新精神和挑战精

神，建议在高新区建立不同层次

的干部管理和人才管理创新实

验区，把近年来各地探索的高新

区干部档案和身份封存等各类

过渡性和探索性的措施制度化、

规范化、可持续化、可预期化，在

此基础上，大胆改革，与国际接

轨，实施更加灵活自主的市场化

选人用人机制，真正建立以全员

聘任制、岗位管理制、绩效考核

制、薪酬激励制为特征的人事与

薪酬制度以及试错容错、能进能

出、身份转换机制，激发干部敢

创敢闯敢试的积极性。

（作者单位：天津滨海高新
区管委会）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
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
支撑。国家高新区是新质生产力的
主要载体，新质生产力的特性决定
了国家高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中的历史使命更为艰巨，决定了
国家高新区要加快构建与新质生
产力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机制。
国家高新区要进一步加大系统性
整体性协调性改革力度，承担更多
的先行先试任务，以更加灵活高效
的管理体制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内生
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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