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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新华社

记者 王希 岳德亮） 习近平总书记

日前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抓产业创

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坚持推

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开辟战略性新

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并重。”

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实体经

济发展面临的“时”与“势”，阐明产业

创新立足的基准点与战略方向，把我

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

新的高度，为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

遵循和科学指引。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

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

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一个国家

一定要有正确的战略选择，我国是

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

推 进 工 业 现 代 化 、提 高 制 造 业 水

平，不能脱实向虚”……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体

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作出了一系列事关长远的重要部署。

方向明确了，脚步就更扎实。翻

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组组沉甸

甸的数据，勾勒出我国经济增量大、

质量高、基础牢、势头好的高质量发

展新图景——中国年度 GDP 总量接

近 135 万亿元，对外贸易规模创历史

新高，制造业投资增长 9.2%，新培育

一批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9%，新能源汽车

年产量突破1300万辆……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经济列车

“稳”的态势巩固延续，“进”的步伐坚

实有力，靠的正是实体经济的坚实底

盘和科技创新的强劲引擎。下一步，

要继续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

我们欣喜地看到，聚焦守牢实体

经济这个根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作

出一系列新部署——

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融合发展试点，加快发展服务型制

造；加快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

展，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

备攻关；深入推进制造业“增品种、提

品质、创品牌”工作，加强全面质量管

理，打造名品精品、经典产业……

多年坚守化工、物流等领域的全

国人大代表、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徐冠巨表示，这些举措着力补短板

锻长板，有助于夯实发展基础，做厚

产业“家底”，一定能推动实体经济强

基固本、枝繁叶茂。

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必须推

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我国传统产业体量大，在制造业

中占比超过 80%，在产业链供应链中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是接续新

产业的基础、形成新质态的关键，不

能简单当成“低端产业”一退了之、一

关了之。

在福建晋江，通过大数据智造平

台为智慧工厂实时“投喂”生产数据，

打造纺织鞋服智能化供应链；在安徽

池州，贵池船舶工业基地内企业新增

投资向“新”发力，全力推动船舶由

“制造”转向“智造”……在多地的探

索与实践中，传统产业“老树开新花”

的现象比比皆是，向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加速转型的趋势愈加明显。

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必须布

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

道，占据竞争制高点、塑造新优势。

从人工智能大模型百舸争流、异

军突起，到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向应用，

一段时间以来，一批现象级高科技产

品不断涌现，为我国新产业拔节生长、

新动能不断积蓄写下生动注脚。

提出“具身智能”“6G”“人工智能

手机和电脑”等新词，作出“建立未来

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等部署……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引发代表委员的热议。

在全国政协委员、飞腾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御风看来，

当前加快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

度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

在于强化人工智能协同创新，推动

“人工智能+”在千行百业实现高水

平应用。

产业有新有旧、有大有小，都是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发展实体经济过程中，坚持传统产

业和新兴产业并重，体现了习近平

经济思想中的辩证思维、系统观念，

也考验着各地各部门的政策定力与

智慧。

“把培育新动能与升级传统动能

更好结合起来，加力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6

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经济

主题记者会上介绍，一方面，国家发

展改革委近期将设立国家创业投资

引导基金，做优做强做大创新型企

业；另一方面，将分行业出台化解重

点产业结构性矛盾的具体方案，推动

落后低效产能退出，扩大中高端产能

供给，让供给侧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

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我国经

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

经济走向未来。

代表委员们普遍认为，守牢实体

经济这个根基持续发力，伴随传统产

业“旧貌换新颜”，新兴产业、未来产

业不断发展壮大，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将会更充沛，中国经济必将焕发更加

蓬勃的生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2025年经

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5%左右。这一数

字，既综合了国内外形势和各方面因

素，也体现了经济增长潜力和有利条

件支撑，更突出了迎难而上、奋发有为

的鲜明工作导向。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早已是一艘

巨轮。稳健航行的关键，在于厚实的

底气、充沛的动能、汇聚的信心。纵然

惊涛骇浪，依然乘风破浪。

首先要认识到，中国发展的确需

要速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往往

是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

2012 年到 2024 年，我国国内生产

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134.9万亿元，

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

台阶。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保持一定经济增速至关重要。

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

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这条增长曲线的稳定性

来之不易。世界经济增长动能趋缓，

内需不振、灾害频发，房地产、地方债

等结构性矛盾凸显，等等。尽管困难

重重，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顶住了压

力，经济稳定运行的总基调没有变，不

仅没有失速，更没有失衡。

5%左右的增速是实事求是的体

现，为实现既定目标提供了坚实支撑，

更为持续积累经济总量夯实了基础。

其次，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不能

仅仅理解为数量增减、简单重复。相

比于速度，增长的势头、发展的质量至

关重要。

过去一年，一个捷报频传的创新

中国、奋进中国、开放中国，照见经济

社会发展的当下和未来。

产业活力进一步凸显。传统港口

升级，上海港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自

主研发智能管控系统，人均劳动生产

率为传统码头的213%，远洋集装箱船

舶平均停港时间比全球主要港口缩短

0.69天。

增长动力更加强劲。低空经济起

飞，深圳到珠海的大湾区首条低空短

途运输航线开通，跨省“飞的”每天在

上海和江苏昆山之间往返，杭州首个

空中航站楼启用……

发展潜力不断释放。人工智能勃

兴，1200余家先进级智能工厂和230余

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建成，人工智能企

业数量已超4500 家，生成式人工智能

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一……

传统产业蝶变、新兴产业壮大、未

来产业加速，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

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

澎湃，创新潮涌。

中国经济在保持量的合理增长前

提下，经济发展的结构在优

化，质量在提升，高质量发展稳中有进

的大趋势没有变。

信心赛过黄金，自信才能自强。

交出一份让人满意的全年经济发展成

绩单，需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需要干字当头、积极有为，需要风雨兼

程、拨云见日。

“起而明之，足以经济。”今年将全

面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

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

基础。“在风雨洗礼中成

长、在历经考验中壮大”，

我们有坚定的信心，

更有光明的前景。

来源：人民网

程雨田

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

从5%左右看信心与底气

——用好总书记全国两会上指导的方法论（一）

——收官“十四五”系列评论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