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书记谈“新”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强调，解放思想、开拓进

取，扬长补短、固本兴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考察中，总书记先后到九江、景德镇、上饶等地进行调研。

其中有一站是位于景德镇的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书记考察了直升飞机总装车间和试飞站，详细了解企业推进技

术创新和产品迭代升级的情况。

总书记指出，航空装备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点。要坚

持创新驱动，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上下更大功夫，面向未来

需求出新品，努力构建先进制造体系、打造世界一流直升机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赴地方考察

时多次提到一个关键字——“新”。

今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到了一个新概念

——“新质生产力”。

在 9 月 7 日召开的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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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了黑龙江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

报，对黑龙江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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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可以从“新”入手：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培育新产业，发展新动能。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新质生产力，“新”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

今年 7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刚刚抵达苏州，就乘车前往苏

州工业园区。车窗外，视野所及，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生动诠释

着这座“创新之城，非凡园区”的澎湃活力。

这座现代化高科技园区如今集聚近 2500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62 家上市企业，累计创造近 1.5 万亿美元的进出口总值，

在商务部国家级经开区综合发展水平考评中实现“七连冠”。

可折叠卷曲柔性屏，硅立方浸没液冷计算机，纳米真空互联

实验站……工业园区展厅里，苏州在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

技术、纳米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明星产品”琳琅满目，

总书记边走边看。

在一款国产人工心脏――“植入式左心室辅助系统”前，总

书记停下脚步，仔细察看运行原理。当听到已有 100 多位病人用

上了这个设备，最早一例患者目前已使用 6 年多，总书记十分高

兴。

总书记说：“我国经济要往上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

一个经济强国，就要靠科技。”



科技创新，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关键词。

今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指出，以科技创新开

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是大势所趋，也

是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必须依靠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实现动

力变革和动能转换。

今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要把增强科技

创新能力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整合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

在科技前沿领域加快突破。

这些年，我国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方面，破解“卡脖子”

问题；在装备制造、大国重器领域，不断实现突破；在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领域，锚定未来蓝海……

今年 9 月公布的《2022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

示，2022 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再创新高，突破 3

万亿元，达到 30782.9 亿元，较 2021 年增长了 10.1%，连续 7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 2012 年的 499 亿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2023.5 亿元，有力支撑了量子信息、干细胞、合成生物学等领域

的重大成果产出。

培育“新”产业



新质生产力，“新”的关键在于培育新产业，既包括新能源、

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包括类脑智

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领未来发展的新

支柱、新赛道。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国内考察，都关注着当地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陕西，总书记要求当地要勇于开辟新领

域、新赛道，培育竞争新优势；在江苏，总书记指出要不断以新

技术培育新产业；今年 7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指出，

要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打造更多支柱产业。

如今，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迎来一系列突破：新能源汽车生

产累计突破 2000 万辆、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总量全球占比超 50%、

超高清视频产业规模超过 3 万亿元、第一批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已达到 66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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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产业在我们生活中是如何应用的？一起走进今年 9 月

举办的第 23 届工博会看一看。



展区里，一款国产电动垂直起降载人飞行器 M1 的二分之一

缩比模型机尤为引人注目。工作人员介绍，这款飞行器使用纯电

能源，可飞行 250 公里，共有 5 个座位数，未来将主要用于城市

通勤和中短途城际间出行。

还有两款新车——锂电助力自行车和凤凰山地车。两款新车

充分展示了自行车的智能性和新材料属性，其中强度坚硬的钛合

金山地车自重仅 23 斤。工作人员说：“它整车没有任何颜色，

但是它非常耐腐蚀，放在室外，风吹雨打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走进机器人展区，可以看到多款机器人“同台炫技”，它们

既能搬运、打磨、焊接，也会售货、拼图、浇花、冲咖啡……可

以说，机器人们的“技能值”满格。

比如有一款协作机器人，正与 3D 相机进行“手眼”配合，

当新能源车停好后，它可以准确识别规划路径，自动完成插拔充

电过程。当前，该机器人已在一些新能源车充电站投入应用，随

着系统等不断升级，未来还可以实现自动洗车等功能。

还有一款“按摩”机器人，结合人工智能、3D 视觉、智能

感应等技术，可模拟人手对人体软组织进行压揉式的物理放松与

治疗。

统计显示，2022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营业收入超过1700亿元，

工业、服务、特种机器人产量快速增长。同年，我国工业机器人

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 50%，稳居全球第一大市场。



今年，我国将进一步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聚焦

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提升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和创新

能力，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发展“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新”的落点在于发展新动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绿色是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底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催生

了新业态，培育了新动能。比如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段

可以精准推算出企业的能源消耗，从而倒逼高能耗企业加速转型

升级，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传统制造业绿色化转型升级也在加

快，绿色产品不断上新，比如绿色能源船舶、零碳建筑等。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发展新动能的“助推器”。今年是自贸试

验区建设 10 周年。自贸试验区把制度创新与各地特色优势产业

紧密结合，相继在高端制造、现代服务等领域初步建成了一批具

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如今，上海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信息等世界级产业

集群正在加快形成；湖北武汉片区大力发展光电子信息产业，聚

集相关企业超过 1.6 万家；浙江舟山万亿级油气全产业链格局形

成，已成为全国最大油气储备基地……



十年来，我国自贸试验区正在不断将制度创新优势转化为产

业升级优势，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为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能。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以科技创

新为核心，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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