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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新驱动，关键在于新技术

突破。江苏省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和推动产业创新；实

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强链、补

链、延链行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式发展，畅通

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积极实施数字开放枢纽建设

行动；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对外开放。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

征服自然的能力，是推动经济社

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

素。科技创新是生产力发展的

引擎，推动人类社会不断从农

业时代向蒸汽时代、电气时代、

信息时代和智能 时 代 阔 步 迈

进。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

性 突 破 、生 产 要 素 创 新 性 配

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形态。它以

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

其优化组合为基本内涵，以全

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

是在新生产条件下由科技创新

与转化、产业升级与换代催生

的新型生产力。加快形成新质

生产力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关键举措，关系到我国在未

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能否赢得战

略主动。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逻辑及其战略路径

新质生产力的“新”主要包

括新要素、新技术、新业态,“质”

主要强调高素质人力资本、生

产工具的技术含量及绿色低碳

等高质量发展方式。新质生产

力的本质是创新驱动，关键在

于 新 技 术 突 破 。 它 通 过 劳 动

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结

合，实现其在生产中的深度应

用 ，产 生 更 为 强 劲 的 发 展 动

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科

技创新驱动产业变革，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新质生产力是人

类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的基础与支撑，而新兴产业和

未来产业则是新质生产力不断

发展与应用的现实场景和表现

形式。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领

域的重大变革，需要与之相适

应的“新质生产关系”。这种

“新质生产关系”以推动科技成

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核心目

标，包括科技体制、创新体系、

科技政策、创新政策、产业政

策、市场政策、教育政策、人才

政策等在内的一系列体制机制

创新，从而不断激发各类创新

主体活力，形成有利于前沿技

术突破、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

不断发展的持续动力。新质生

产力实施的战略路径主要包括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附加值

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新服务

以及以经济全球化和数字化为

代表的新业态形成的聚合体。

为此，一是要进一步深化改

革开放，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

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二是要

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有效集聚和

配置知识、技术、管理、人才、数

据等创新要素，在发展中赢得

主动，在开辟新领域新赛道中

占得先机；三是要健全现代经

济治理体系，深化要素市场化

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

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四是要通过主动开放

推进创新要素跨境优化配置，

通过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

规则，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

入、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基础

制度；五是要加快建设世界重

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探索

创新要素跨境自由有序流动体

制机制，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开放创新生态；六是要进一

步深化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改

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

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

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七

是要持续优化支持绿色低碳发

展的经济政策工具箱，构建绿

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

新质生产力在产业中的体

现就是以新产品、新服务和新

业态形成新的先进生产力，特

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新质

生产力的范畴，主要表现在代

表新质生产力的新制造涉及新

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先进

制造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五个

领域。新制造包括具有智慧驾

驶功能的新能源汽车，可以提

供娱乐、家政服务的机器人，个

性化定制的秘书式机器人，新

一代计算和通信终端平台以及

3D打印等。新服务主要指生产

性服务业，包括为生产活动提

供 的 研 发 设 计 与 其 他 技 术 服

务、仓储和货物运输服务、信息

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

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

务、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教育

培训服务、批发与贸易经纪代

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等十

大类。培育新业态需要从 3 个

方面发力：一是积极推动经济

全球化；二是要坚定不移推进

制度型开放，促进形成新发展格

局；三是大力推进企业数字化转

型，形成产业互联网。

二、江苏省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现状
分析

2023 年 ，江 苏 省 GDP 达

12.82万亿元，同比增长 5.8%，占

全国的 10.2%、长江经济带的

21.9%、长三角的 42%；科技型中

小企业达 9.4 万家，新获评国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795家，

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5.1 万家，人

才总量超1560万人，统筹推进89

项产业前瞻技术研发项目和 85
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近年来，江苏省注重发挥实

体经济优势，打造16个先进制造

业集群和 50条产业链。2023年

江苏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

位居全国首位。同时，江苏省积

极鼓励优质外资深度参与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2023年国家重

点外资项目、制造业领域标志性

外资项目总数均居全国第一，外

资利润再投资增长 25.8%、规模

保持全国首位，实际使用外资超

1600亿美元。此外，江苏省拥有

158家国家和省级开发区、24个

省内国际合作园区、26个对外开

放口岸、21 个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差异

化的开放平台体系。

江苏省提出，要“建设成为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创中

心，到 2025年成势见效、2035年

全面建成，主要科技创新指标达

到创新型国家和地区前列水平，

建成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

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我国参

与全球产业科技竞争发挥重要

的支撑、示范、引领作用。”为此，

江苏省未来要大力集聚全球各

级各类高端要素，以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为导向，构建“跨学科、跨

领域、跨区域”的长三角科创中

心，加快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建设，做活做强长江

口产业创新协同区，推动沿海港

口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枢纽融

合发展，加快构建江苏省现代化

产业体系。

三、未来江苏省创新发
展的实践路径分析

一是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和

推动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江苏省要积极开展

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融合集群试点，加快建设长三

角数字经济示范区和量子信息、

生命科学、氢能、新型储能、深海

深地空天、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集

群集聚区；加快推进前沿技术研

发和应用，统筹基础研究、应用

研究，促进新材料、新能源、先进

制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集成电

路等重点产业集群化、智能化、绿

色化、融合化发展。

二是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

量发展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强链、

补链、延链行动。江苏省要重点

加强“1650”产业体系构建，全力

打造“51010”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战略目标，促进现代服务业和

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建立重点

产业链标准体系，力争在前沿

新材料、高端芯片、重载机器

人、关键装备等领域取得新进

展，推动工业母机、工业软件等

高质量发展。

三是推进“教育、科技、人

才”融合式发展，畅通教育、科

技、人才良性循环，激发各类创

新主体活力。江苏省要协同构

建“社会—大学—产业”共赢共

生的“教育、科技、金融、人才融

合发展”的创新生态圈，推动高

校与国内外大院大所、企业、智

库、研发平台等多元主体协同创

新，构建“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

学、高职院校”在内的融合式协

同创新高教集群架构，探索建构

区域高教合作联盟，强化在苏高

校各类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四是积极实施数字开放枢

纽建设行动。江苏省要大力推

进大数据中心发展、积极推进江

苏算力网络基础建设，加强算力

网络人才培养与引进，加速发展

一批物联网、低空经济等新兴产

业，优先培育知识创新型数字经

济总部企业，在苏州、南京等城

市集中布局一批高水平数字产

业集聚区。

五是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

重点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江苏

省要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

投放力度，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量，推动生物制造、智能电网、

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健

康发展，激发全球 500 强民企创

新创造活力和民间投资动力，

全面提升劳动、知识、技术、管

理、资本和数据等全要素生产

率，推动江苏与上海、浙江、安

徽等长三角科创和产业协同发

展，努力成为畅通我国经济大

循环的强大引擎和联通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

（作者单位：苏州高博职业学院）作为江苏省经济大市、工业大市、开放大市，苏州市积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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