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强调这两个关键词

1 月 31 日，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

第十一次集体学习。

在这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全面系统阐释了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概念和基本内涵，并就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

展提出明确指引，要求“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

在强调科技创新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时，总

书记使用“特别是”的句式着重强调了两个关键词：“原创性”

和“颠覆性”。

“原创性”和“颠覆性”，既是“从 0 到 1”的原创性突破，

也是“从 1 到 10”的颠覆性跨越。

从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第一次提出新质生产

力，到新质生产力正式写入中央文件，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创

性概念，不仅指明了我国新发展阶段激发新动能的决定力量，更

明确了重塑全球竞争新优势的关键着力点。

观察总书记在此次集体学习中对新质生产力的要义概括，

“摆脱传统”“革命性突破”“创新性配置”“优化”“跃升”

“大幅提升”等说法，都体现了“原创性”和“颠覆性”至关重

要的地位。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新质生产力，要义就

在科技创新，在于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加速演进，只有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增强原

始创新，突破更多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才能切实解决制约高

质量发展因素，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从国家“顶层设计”到各地“落地实践”，为具有“原创性”

和“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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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统部署 2024 年

经济工作，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位列九大

重点任务的第一项。

2024 年 1 月 1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科技部等七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

明确提出，鼓励企业面向应用场景开展创新研发，支持高校和科

研院所针对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建设早期试验场景，引领未来

技术迭代突破。





2024 年 1 月，省级地方两会相继召开。截至 1 月 30 日，广

东、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河北、四川、重庆、湖南等 10

余个省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



经济靠科技、科技靠人才、人才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

的良性循环是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人才是

第一资源”，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人才引领驱动”。

“支持顶尖科学家领衔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努力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实现自主可控。”

2023 年全国两会，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对顶尖科

学家提出了殷切期望。

前不久，“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对

81 名“国家卓越工程师”和 50 个“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进行

了表彰。他们在重大工程建设、重大装备制造、“卡脖子”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重大发明创造等工作中，有许多“原创性”和“颠

覆性”的贡献。

“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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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

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总书

记在此次集体学习中，对加大人才引培力度提出新要求。

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科技创新等不得、

拖不得、慢不得。我们要深刻认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要

义，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积极打通束缚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努力在科技创新领域实现更多“从 0 到 1”

的突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久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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