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提到一个令人耳

目一新的词汇——“新质生产力”。

总书记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在此期间召开的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总书记

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

新动能。

“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新质生产力”相互关联，信

号鲜明、意涵丰富——积极发展、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带动新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

新质生产力有别于传统生产力，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

依靠创新驱动是其中关键。

从经济学角度看，新质生产力代表一种生产力的跃迁。它是

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高效能、高质量，区别

于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资源能源的生产力发展方式，是

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是数字时

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



总书记强调，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

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无论是当前

提振信心、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还是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

得战略主动，同样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

业升级。

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推进产业智能化、

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

今年 7 月，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强调，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水平，不断以新技术培育新产业、引领产业升级。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意味着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更体现了以产业升级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形成新质生产力，要依托科技，依托创新。

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到大数据，纵观近年来全球经济增

长的新引擎，无一不是由新技术带来的新产业，进而形成的新生

产力。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时期，新一代信息、生

物、能源、材料等领域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呈现融合交叉、多

点突破态势。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形成历史性交汇，面向前沿领域及早布局，提前谋划变革性技术，



夯实未来发展的技术基础，是不容错过的重要战略机遇，是抢占

发展制高点、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先手棋。

形成新质生产力，关键在培育形成新产业。

经济发展从来不靠一个产业“打天下”，而是百舸争流、千

帆竞发，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在持续迭代优化。光伏、新能源汽

车、高端装备……这些促进当前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都是从曾

经的“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而来。

当前，我国科技支撑产业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为发展未来产

业奠定良好基础。“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

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

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推进布局前沿技术、培育未来产业的动

作不断加快。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培

育一批新产业集群，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谋划。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所强调的，“在激烈的

国际竞争中，我们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

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

发挥科技创新的增量器作用，加大源头性技术储备，积极培

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构

建新竞争力和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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