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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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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

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发展

新质生产力等重大问题，对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

继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等提出明确要求，对我们坚定

信心、真抓实干，扎实稳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指导

意义。

新质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高质量发展

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不断深化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作出一

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过去一年，我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26 万亿

元；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

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丰硕，人工智能、

量子技术等前沿领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新质生产力已经在

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助力



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

展。

实现高质量发展，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必须

清醒看到，制约高质量发展因素还大量存在。新质生产力代表先

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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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生产力质态，具有高科技、

高效能、高质量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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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推动生产力迭代升级、实现现代化的必

然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只有抢抓机遇，加大

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

代化产业体系，才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不断塑造发展新

动能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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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要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我们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

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科学方法

与路径。我国地域广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发展新质生产力务

必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

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

模式、新动能发展。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上来，不折不扣、雷厉风行、求真务实、敢作善为抓好落

实。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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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从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

摇’的体制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

“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

了一系列要求，明确了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的战略

重点、主攻方向。面向未来，聚焦妨碍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

体制机制障碍，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激发

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必将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因地制宜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国发展必将长风破浪、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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