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书记有力指导新质生产力发展实践

3 月 5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

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从 2023 年在地方考察时首次提出，到 2024 年中央政治局首

次集体学习又一次聚焦，再到这次全国两会上共商国是时深入阐

释，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明确要求、做出深入阐

释、指导发展实践。

（一）讲清一个关系

当“高质量发展”同“新质生产力”这一对概念碰撞在一起，

注定会迸发出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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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阐明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和

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之间的紧密关系。

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但制约

因素还大量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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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2023 年，总书记在江苏代表团重点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主

题做了深入阐述。2024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



键一年，总书记在江苏代表团深入阐述新质生产力关键问题，旨

在进一步讲清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关系，用新的生产力理

论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二）深化两方面认识

总书记在参加审议时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

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为各地做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篇大文章指明了“坚持从实际出发，

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法论。

总书记在江苏代表团的重要论述，进一步阐明了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关键问题。

一方面，传统产业与新质生产力不是对立关系，关键是要用

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

另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紧密

结合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开展。有所选择、有

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真正取得实效。

（三）把握三个要点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好发挥经济

大省的辐射带动力……总书记在江苏代表团谈到的这些要点，都

同发展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2023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2024 年经济工作，

把“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摆在九项重点任务第

一位。202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居于 2024 年政府工作十大任务首

位。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及时将科技创新成

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打通了

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链条。

从 2023 年 3 月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7 月在江苏考察，再

到这次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总书记对科技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

系建设的重视一以贯之。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

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江苏有条件、有能力走

在前、做示范。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2024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又一个重要年份。1 月底中央政治局

集体学习时，总书记讲清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

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

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这次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总书记再次强调谋划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以改革的办法打通堵点卡点，必将有效破除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和障碍，让创新创造源源不断涌现。



——发挥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

总书记明确指出，“江苏发展新质生产力具备良好的条件和

能力”，殷切希望江苏“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要

求江苏“在更大范围内联动构建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更好

发挥经济大省对区域乃至全国发展的辐射带动力”，充分表明像

江苏这样的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肩负着重任。

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聚焦新质生产力，既是立足江苏，更是

放眼全国。对于各地而言，关键是用好总书记指出的“因地制宜”

这一方法论，不断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推

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振全社会发展信心，切实造福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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