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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把握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钟瑛 王璐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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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

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

理论的创新发展，赋予习近平经济思想

新的内涵，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着眼于健

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提出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

制。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

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

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

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

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

特征的生产力”。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需要深入把握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

涵和实践要求。

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

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

素。”从蒸汽机的诞生，到电话、电灯的广

泛应用，再到计算机的普及，科技领域的

每一次革命性突破，都会推动社会生产

力发生重大变革。历史和现实一再证

明，科技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引擎，创新是

决定未来的关键力量。科技创新能够催

生新产业，比如，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

的发展已经催生一系列高附加值的新产

业，带来全新的产品和服务。科技创新

能够催生新模式，比如，共享经济、平台

经济等新型商业模式的发展，优化了资

源配置，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科技创

新能够催生新动能，比如，新能源技

术、智能制造技术不断推动经

济绿色化、智能化，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新动能。当前，信息、生命、制造、能源、

空间、海洋等领域的原创性突破为更多

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提供了源

泉。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科技创新

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

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

成果竞相涌现。

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

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

为基本内涵”。新质生产力的“新”表现

在构成生产力三要素的劳动者、劳动资

料、劳动对象呈现出新的质态。新型劳

动者是能够适应现代先进技术和装备、

具有知识快速迭代能力、主要从事知识

性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劳动者。新型劳动

资料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而形成，具有更

高科技属性，包括各类智能传感器、工业

机器人、自动化物流仓储系统、虚拟现实

和增强现实设备等。新型劳动对象既包

括物质形态的也包括非物质形态的，其

范围和领域随着科技创新的推进而不断

扩大。新质生产力的“新”还表现在生产

力要素组合实现跃升。新型劳动者、新

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等新质要素

和传统要素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结构

性提升了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了全要素

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提高。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需

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

改革，需要政策的合理引导和不同经营

主体的积极参与，特别是要加快构建高

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更加

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

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表现形式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

度转型升级。”产业是生产力的载体。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快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我国传统产业体量大，在

制造业中占比超过 80%，传统产业的改

造升级直接关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

局。因此，不能把传统产业当成“低端产

业”简单退出。通过广泛应用人工智能

等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既能大幅提升传统产业发展的

质量和效益，跑出新旧动能转换“加速

度”，形成新质生产力，也能推动传统产

业持续向中高端迈进，提升我国产业在

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位置。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

主阵地，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重大前沿技

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

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

作用；未来产业代表着科技和产业的发

展方向，是科技水平高、绿色含量足、产

业关联强、市场空间大的产业。通过打

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

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

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能够加快我国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经济

动能转换。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及时将

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

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

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

化产业体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有利于夯实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物质技

术基础；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有利于以新技术

赋能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持续形成高质

量发展新动能新空间；是适应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赢得发展主动

权的时代要求，有利于推动我国科技和

产业发展实现由“跟随者”向“引领者”

的重大转变，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构

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离不开推

进创新性、深层次、系统性改革。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健全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作出重要部

署。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到实

处，需要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

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

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

业投入增长机制，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

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

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强化环

保、安全等制度约束，促进各类先进生产

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发展新质

生产力，攻关“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离

不开金融业的支持。为此，要鼓励和规

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

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

作用，发展耐心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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