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质生产力系统院要素特质尧
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

黄群慧 盛方富

摘 要院每次人类社会大变局都蕴含着生产力的巨大革新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内

在要求孕育形成新质生产力遥 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发展的质变跃迁袁是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

力之源遥从系统论视角来看袁新质生产力是由相互联系尧相互作用的生产力要素尧生产力结构尧生产力

功能构成的野要素要结构要功能冶系统遥 其中袁新质生产力要素由新型劳动者尧新型劳动对象尧新型劳

动工具尧新型基础设施等构成袁新质生产力在结构承载上表现为由新兴产业尧未来产业等主导发展形

成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袁新质生产力功能则凸显新发展理念尧追求实现高质量发展尧更好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的价值取向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袁应扩大新型要素供给尧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尧强化新质生产力系统功能取向袁通过继续深化改革塑造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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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时强调袁要
野整合科技创新资源袁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冶遥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野以科技创新引领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冶作为第一项任务袁其中要

求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袁特别是以颠覆性技

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尧新模式尧新动能袁发展

新质生产力遥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尧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尧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的当代先进生产力袁它以劳动者尧劳动资料尧劳动

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袁以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咱1暂遥 野新质生产力冶的提出袁
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创新袁为社

会生产方式变革与生产关系改革提供新方向尧提
出新要求遥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袁生产力的每一

次重大跃迁袁都将加速人类社会的变革遥新质生

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质变跃迁袁其孕育尧形成和

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尧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袁
是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生产力新形态遥

一尧新质生产力系统的突出特性

关于生产力的内涵袁马克思在叶资本论曳中指

出院野生产力袁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遥 冶咱2暂作
为社会制度变迁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袁生
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

波浪式前进尧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袁无论是第一次

工业革命袁还是第二次尧第三次工业革命袁虽然存

在科技革命的野迸发冶时期袁但生产能力及其要素

都经过了长期孕育的量变积累阶段袁最后发生了

质变尧生产效率发生了革命性的提高袁从而形成

全球范围的新生产力形态遥这种由劳动者尧劳动

资料尧劳动对象的生产力要素优化组合而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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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变的新生产力形态袁正是新质生产力所描述的

核心要义遥当今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加速演化时期袁生产能力及其要素也正处

于一个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的关键变革时期袁
也就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时期遥 在这个时

期袁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规律袁顺应新质生产

力的发展趋势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袁既是掌握

经济社会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袁又是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下大国竞争的关键遥
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系统袁从系统论角度看袁

一个系统可由野要素要结构要功能冶这三个维度

进行解构遥生产力系统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袁
由劳动者尧劳动资料渊工具冤尧劳动对象要素组成袁
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组合渊如生产单元尧企业尧产
业等冤存在袁具有改造和利用自然尧促进人类社会

发展功能的有机整体遥在不同时代袁生产力系统

要素内涵变化以及生产力要素组合结构的不同袁
都将推动形成那个时代的现实生产力袁发挥相应

的功能作用遥新质生产力系统袁是当代的生产力

系统袁由新型劳动者尧新型劳动工具尧新型劳动对

象组成袁这些新型要素的野新型冶内涵主要是以智

能化尧绿色化为主要趋势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引发生产力要素发生的质的变化遥 新型

生产力系统的结构袁体现在产业层面袁表现为新

型要素优化组合形成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袁现代化

产业体系是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袁未来产业尧
新兴产业尧新业态等蓬勃发展袁而逐步形成的遥新
质生产力的功能袁则体现为新型生产要素和现代

化产业体系发展带来的生产能力提升和效率改

善遥新质生产力发展袁会推进人类改造自然能力

提升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社会文明的进

步遥这意味着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袁也正是发

展质量的提高过程遥具体而言袁新质生产力系统

具有突出的创新驱动尧绿色低碳尧开放融合尧人本

内蕴特性遥
第一袁新质生产力具有创新驱动特性遥创新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袁科技是先进生产力的集

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袁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快速

迭代升级与突破袁科技在生产力构成要素中的主

导作用将愈发突出遥只有颠覆性尧突破性尧引领性

科学技术的发明尧突破尧扩散和使用袁才能使生产

力的能级出现裂变式的提升遥数字信息技术尧人
工智能尧量子信息尧元宇宙等前沿技术的攻克和

使用袁将加速驱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袁推
动人类社会大跨步迈入新的发展阶段遥 新质生

产力创新驱动特征的具体实现袁需要借助最新科

技成果运用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袁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袁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尧布局发

展未来产业遥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底层

逻辑是人类知识累积并裂变式爆发的结果袁并且

伴随知识创造驱动的科技创新周期的日益缩短袁
以知识创造为内核的新质生产力的变革性力量

将加速壮大并逐步成为主导性生产力袁人类社会

也将进入智能化乃至全面深度智能化时代遥
第二袁新质生产力具有绿色低碳特性遥过去

生产力的范式是指改造自然的能力袁将大自然作

为人类无节制索取的对象袁带来的是人与自然的

对立袁导致人类赖于生产生活的地球资源环境承

载力趋于极限袁这种生产力不可持续遥新质生产

力基于生态就是资源尧生态就是生产力的新生产

力观袁按照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尧改善

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理念袁展现的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能力袁是促进野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冶的能力袁是一种保护性的生产

力袁这是对传统生产力的突破性超越袁也是生产

力理论的新拓展遥新质生产力将绿色低碳理念尧技
术尧标准尧管理等贯穿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始

终袁以产业尧产业链尧产业集群的绿色化水平提升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遥
第三袁新质生产力具有开放融合特性遥生产

力发展历程与全球开放水平提升是高度吻合尧高
度同步的袁并且伴随世界交流交融深度尧广度尧强
度等的不断深化拓展袁生产力传导延伸的场域得



以拓宽袁生产力演变迭代的周期得以缩短遥作为

生产力的最新形态袁新质生产力超越了传统地理

空间范畴的场域维度袁依托互联网尧大数据尧人工

智能尧深地深海深空等现代技术以及各类新型基

础设施袁在天尧地尧空尧网等立体链接的开放场域

快速拓展延伸尧融合跃迁袁特别是数据作为重要

生产要素袁本身就孕育于生产过程和人类社会活

动之中袁具有快速传播尧极速反馈尧有机融合的天

然属性遥
第四袁新质生产力具有人本内蕴特性遥人是

人类社会的主体袁生产力演进的终极目标是推动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遥作为生产力的最新形态袁新
质生产力的功能在于实现更具质量的发展袁强调

发展的质量导向袁而衡量质量的关键标准在于是

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遥 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袁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与外延日

趋丰富袁涵盖物质文明层面尧精神文明层面尧生态

文明层面尧个体价值实现层面尧社会治理参与层

面等遥因此袁新质生产力的质量导向必然内含人

本内蕴属性袁关注的是绝大多数人袁而不是少部

分人袁强调的是生产力的内在质量和以人为本的

发展理念袁这不仅体现在物质资源和技术能力的

提升上袁而且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尧创造性以

及生产过程中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遥
新质生产力突出的创新驱动尧绿色低碳尧开

放融合尧人本内蕴四个主要特性袁是一个有机整

体袁相互关联尧相互作用尧相互耦合袁共同构成新

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鲜明标识遥
二尧新质生产力系统的要素特质

新质生产力的要素包括新型劳动者尧新型

劳动对象尧新型劳动工具等新型要素袁并且各新

型要素之间是相互作用尧相互关联的有机统一体遥
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新形态袁其发挥作用过程

就是具备相应知识尧技能和素质的新型劳动者通

过新型劳动工具作用于新型劳动对象的过程遥
新型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主体遥在生产

活动中袁劳动者是主动的尧有目的的袁其技能尧知
识尧经验和创新能力等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驱动

力袁不同生产力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劳动者

的整体素质尧技能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差异遥不同于

传统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的普通技术工人袁新型

劳动者代表现代劳动力的转变袁是能够创造新质

生产力的战略人才和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

料的应用型人才袁通常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尧更强

的学习能力袁不仅掌握传统的职业技能袁更重要

的是能适应数字化尧智能化的现代工作环境袁具
备跨界融合的综合能力遥新型劳动者是新质生产

力中最活跃最能动的主体袁培养壮大能够持续创

造和熟练操作新型劳动工具尧拓展和创造新型劳

动对象尧使用和维护新型基础设施的新型劳动

者袁是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遥
新型劳动对象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遥劳动对象是指劳动过程中人们所加工尧改造

或服务的对象袁既包括实体性劳动对象袁又包括

非实体性劳动对象袁实体性劳动对象通常指原材

料尧零部件等袁非实体性劳动对象则包括数据尧知
识或者某种服务对象等遥在数字化尧网络化尧智能

化时代袁大数据技术尧人工智能等新生产技术的

发展袁使得海量数据和信息可以被有效地收集尧
处理和利用袁从而催生成为新型劳动对象曰海量

的数据等新型劳动对象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

丰富野原料冶袁并驱动新的生产技术发展遥运用数

据等新型劳动对象袁可动态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尧
极大提高生产效率尧精准有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尧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等袁伴随科技革

命的深入演进袁以数据为主要代表的新型劳动对

象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遥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袁数据等新型劳动对象的形成和发展袁
迫切需要培育壮大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新型劳

动对象的新型劳动者袁新型劳动对象的变化又推

动新型劳动工具的发展和应用袁新型劳动对象的

运用需要新型基础设施的支撑遥
新型劳动工具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标志遥



劳动工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野指示器冶袁不
同历史时期的新型劳动工具袁是反映该时期社会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袁其创新和应用直接

推动当时生产力的快速提升袁如工业革命时期蒸

汽机的发明和应用袁是新型劳动工具的代表袁体现

当时的新质生产力袁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曰信息

时代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袁是新型劳动工具的

代表袁代表当时的新质生产力袁其应用和发展极

大改变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遥因此袁新型劳动工

具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和载体袁其创新和应

用能直接推动生产力的提升和社会的进步遥在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当下袁人工智能尧虚
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设备尧机器人尧物联网尧自动化

制造设备等新型劳动工具迭代涌现袁这些新型劳

动工具的创新使用必将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尧
战略性新兴产业巩固壮大尧未来产业加快培育袁进
而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遥作为新质生产力

的重要标志袁新型劳动工具的效能发挥呼唤新型

劳动者的创造性劳动尧需要新型劳动对象的丰富

场景尧依赖新型基础设施的强有力支撑遥
作为劳动工具的一个集合袁基础设施需要在

生产力要素中单独提及遥与工业化社会之前的生

产过程不同袁基础设施代表着生产力发展到高级

阶段的生产活动开展的重要基础遥在一个国家和

地区现代化进程中袁基础设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遥 完善的现代基础设施袁既是实现现代化

的基本动力袁又是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标志咱3暂遥不同

社会发展阶段的基础设施袁不仅反映了生产力的

水平袁而且影响和推动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

革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袁基础设施的

类型和功能也在不断演变和更新遥 新型基础设施

是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支撑遥 作为体现新型劳动工

具尧新型劳动对象等要素的新质生产力袁其作用

力尧辐射范围尧力量传递速度等袁都需要新型基础

设施的强有力支撑遥 新型基础设施以信息网络基

础设施为核心袁以数字化尧网络化和智能化为特

征袁是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设施袁包括高速

网络尧大数据中心尧智能物流系统等袁新型基础设

施的建设和完善是新质生产力培育形成的基

石遥新型基础设施网络的健全完善袁将为新型劳动

者提供高效尧便捷的工作环境袁为新型劳动对象

的生成和新型劳动工具的应用提供必要条件袁进
而支撑新质生产力的跃升遥

总之袁新型劳动者是新型劳动工具的操作

者和新型劳动对象的创造者袁同时也是新型基础

设施的使用者和维护者曰新型劳动对象的变化推

动新型劳动工具的发展和应用袁新型劳动工具的

革新又促进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曰新型基础设施

的完善袁为新型劳动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袁使
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和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遥
纵观生产力的变迁历程袁正是不同发展阶段中劳

动者尧劳动对象尧劳动工具和基础设施等的变化袁
推动生产力结构的持续演变袁而承载生产力结构

变化及生产关系适配性变迁的主体则是当时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遥
三尧新质生产力系统的结构承载

结构是要素的载体袁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

生产力要素的产业载体遥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新

质生产力的结构承载袁具体可从新质生产力的主

要特征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特性的内在一

致性进行分析遥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野先进性+协同

性冶袁承载体现着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驱动要求曰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野绿色化+可持续性冶袁承载体

现着新质生产力的绿色低碳要求曰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野安全性+开放性冶袁承载体现着新质生产

力的开放融合要求曰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野完整

性+包容性冶袁承载体现着新质生产力的人本内

蕴要求遥
渊一冤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野先进性+协同性冶袁

承载体现着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驱动要求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

次提出的袁顺应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袁
服务于强国建设尧民族复兴伟业遥作为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基础和核心袁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先进性

和协同性袁是指产业体系中的各类产业技术水平

处于创新尧前沿状态且产业体系之间协同发展的

基本特性遥推动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先进性

和协同性袁唯有科技创新袁这也是新质生产力的

创新驱动要求所在遥 我国产业体系门类齐全且

制造业产值位居世界第一袁但一些产业还存在

野大而不强冶野全而不优冶以及产业体系之间存在

野结构失调冶野时空失调冶等问题袁部分领域关键技

术和设备尧关键基础材料尧核心零部件等受制于

人遥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

业袁具有技术外溢性强尧产业关联性广尧引擎作用

强劲等特质袁是科技创新活动最活跃尧科技创新

成果最丰富尧科技创新应用最集中尧科技创新溢

出效应最强的产业袁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咱4暂遥在
野强起来冶的发展阶段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袁需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袁全面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袁集中攻克关键核

心技术袁前瞻部署攻关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袁
发展数字经济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袁以新型

工业化的全面深入推进辐射带动发展现代农业尧
现代工业尧现代服务业袁并推动产业体系之间深

度融合协同发展袁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先进性

水平和协同化程度袁加快建成制造强国尧农业强

国尧质量强国等遥
渊二冤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野绿色化+可持续性冶袁

承载体现着新质生产力的绿色低碳要求

产业体系的绿色化程度和可持续发展水

平袁往往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和质量遥面对

生态环境尧自然资源尧气候变化等约束条件的日

趋收紧袁传统产业体系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遥现代

化产业体系是以绿色为底色的可持续发展的产

业体系袁是生态环境友好型产业体系袁追求实现

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路径袁承载体现的

是新质生产力绿色低碳的内在要求遥 2020 年 9
月 22 日袁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袁指出中国将提高

国家自主贡献力度袁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

施袁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袁
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遥 降碳成为当前

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战略

方向袁而降碳的主要领域在产业领域袁特别是工

业领域遥研究表明袁我国工业碳排放约占碳总

排放量的 68%袁如此之高的占比在所有主要国家

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袁这是我国作为野世界工厂冶尧
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尧经济社会呈现压缩式

发展等因素所决定的咱5暂遥当然袁无论是碳达峰还

是碳中和袁其主旨并不是要抑制产业发展袁相反袁
能源供应端尧能源消费端尧人为固碳端的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均离不开先进技术水平及先进生

产制造能力的支撑遥为此袁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

全面绿色转型袁应聚焦推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

产业化袁不断研发和应用新技术袁将绿色设计尧
绿色技术和工艺尧绿色生产尧绿色管理尧绿色供

应链等贯穿于产品全生命周期中袁推动农业尧工
业尧服务业等产业全方位尧全流程绿色化智能化

升级改造袁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袁实现环境影

响最小尧资源能源利用率最高袁获得经济效益尧生
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优化袁提升现代化产业体

系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中的贡献和

作用遥
渊三冤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野安全性+开放性冶袁

承载体现着新质生产力的开放融合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袁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

基础袁要求打造自主可控尧安全可靠尧竞争力强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遥野安全性冶是我国在强国建设中

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要求袁也是推进高水

平开放的应有之义遥 在参与全球开放与国际竞

争中袁粮食安全尧能源安全尧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尧金融安全尧数据安全等至关重要袁而这需要国

内现代农业尧现代工业尧现代服务业尧新型基础设

施等的全面系统有序推进及融合发展袁以全国现

代化产业体系的自主可控尧安全发展保障新发展



格局的深入推进袁这也是新质生产力开放融合发

展的现实需要遥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袁沟通全

球经贸往来尧促进世界开放发展的纽带是以制造

业为主体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遥今天袁中国在

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尧供应链中已经占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咱6暂袁但这种地位的基础仍需不断夯实遥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挑起贸易摩擦尧实施脱钩断

链尧建设野小院高墙冶等袁既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开

放过程中确保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尧安全可靠尧竞争

力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袁又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只

有进一步扩大开放才能真正打造自主可控尧安全

可靠尧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遥为此袁在高水

平开放中应将产业体系的安全性前置袁对标国际

高标准经贸规则强化制度型开放袁通过高水平对

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袁以高水平开

放来不断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自主安全可控能

力袁以现代化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能力的持续

增强来推进高水平开放袁进而在全球场域中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遥
渊四冤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野完整性+包容性冶袁

承载体现着新质生产力的人本内蕴要求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语境下的概念袁是
中国式现代化在产业层面的具体体现咱7暂袁必然体

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袁这也是新质生产力

的人本内蕴要求所在遥对我们这样拥有 14 亿多

人口的大国来说袁产业体系的完整性至关重要袁
在应对新冠疫情中我国规模巨大尧体系完备尧门
类齐全的产业体系优势与快速转换能力对保障

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遥与此同时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

大的现代化袁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袁这
就必然要求打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体现人本导

向的包容性遥伴随农业尧工业尧服务业等产业领域

与现代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袁现代信息技术在各

个产业领域应用的广度尧深度将不断拓展袁在看

到其带来加速发展的同时袁也要看到其可能带来

的区域发展尧就业和收入分配的野极化冶效应袁即

先发达地区虹吸资源要素导致区域发展差距拉

大袁野超级明星企业冶占有绝大部分利润尧数据和

市场份额等遥由于数据等数字化资本要素深度

参与利润分配对劳动收入产生 野挤出效应冶袁数
字技术替代操作性技能劳动者引发收入分配极

化趋势咱8暂遥为此袁中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道路

既要满足人口规模巨大的这个野条件约束冶袁又要

满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个野目标函数冶袁这
就要求在推进产业尧产业链尧产业集群尧产业体系

现代化进程中把握好体系的完整性尧过程的包容

性尧结果的共享性袁使得更多人群参与现代化产

业体系打造进程袁减少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野极化冶现象袁进而助力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遥
四尧新质生产力系统的功能取向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首要任务袁也是新时代的硬道理袁需要内在

统一地把握创新发展尧协调发展尧绿色发展尧开
放发展尧共享发展和安全发展咱9暂遥有别于传统生产

力袁新质生产力在功能取向上表现为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袁体现的是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遥
渊一冤新质生产力体现创新发展理念尧追求更

高质量更为安全的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袁创新是第一动力袁新质

生产力的核心特征是科技创新遥 中国式现代化

的关键在于科技现代化袁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

盛之基尧安全之要遥科技创新的核心引领作用体

现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驱动的生产力发展袁及其

带来的生产力要素结构中实体性要素与非实体

性要素结合广度尧深度尧频度的深入拓展袁从而带

来生产力内在结构变化的更多可能以及由此带

来的社会生产综合能力的迭代跃升袁并且这种能

力跃升的速度在显著加快尧能级在明显强化袁进
而驱动社会变革的周期在缩短袁由此带来社会物

质财富的急剧增加和社会发展形态的急剧变革遥
因此袁体现创新发展理念的新质生产力袁因其生



产力要素系统中新型劳动者尧新型劳动对象尧新
型劳动工具等的涌现和新型基础设施的完善袁将
重塑新质生产力结构承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袁以
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袁进而加速经

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变革尧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袁从
而实现更高质量尧更为安全的发展遥

渊二冤新质生产力体现协调发展理念尧追求更

为健康的发展

从哲学方法论看袁协调发展理念遵循了事物

是普遍联系的唯物辩证法袁认为经济社会发展是

一个各发展要素相互联系尧相互作用的整体性运

动袁必须从内在联系观点去把握整个发展过程曰从
经济学角度看袁这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体

系运行的必然要求咱9暂遥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袁需
要在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改革优化相应

生产关系以更好适应发展新要求遥当前袁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袁其实

质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力要素系统在不同

行业尧不同区域等的配比失衡袁进而制约现代化

产业体系的建设袁由此促使生产力功能系统表现

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尧发展质量水平有待提升等袁
并且这种失衡正成为制约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

进的主要矛盾遥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发展理念袁
给出了解决发展问题的方法论咱10暂袁就是要破解生

产力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袁力图

在更长时间段尧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内促进时空转

化以回应人全面发展的诉求袁重在正确处理发展

中的重大关系袁改进生产力系统中人和人尧人和

物尧物和物的结合方式咱11暂遥为此袁体现协调发展理

念的新质生产力袁追求的是人与人尧人与物尧时
间与空间等更为健康的发展遥

渊三冤新质生产力体现绿色发展理念尧追求更

可持续的发展

绿色发展理念蕴含着重大的理论价值袁是
对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传承和创新袁将生态

环境纳入生产力范畴袁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

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咱9暂遥 新质生

产力强调自然生产力的作用袁并在实践中践行

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袁改善生态环境

就是发展生产力冶袁倡导野绿水青山就是银山银山冶
理念袁拓展野绿水青山与银山银山冶的双向转化路

径袁推动形成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

新范式遥体现绿色发展理念的新质生产力袁将生

态环境等要素纳入生产函数袁将生态经济系统作

为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袁这将显著

变革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结合方式袁内在要求

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尧理念的系统性转变尧生产生

活方式的绿色化转型袁重在推动产业生态化和

生态产业化袁加快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袁推进经

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袁进而为永续发展提供

新的动力导航遥
渊四冤新质生产力体现开放发展理念尧追求更

加繁荣的发展

从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来看袁经
济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阻挡袁特别是随着陆尧海尧
空尧数字等软硬件基础设施的不断互联互通袁社
会化大生产的全球化特征将愈发鲜明遥 新的技术

革命和产业革新将加速经济全球化进程袁尤其是

现代信息技术催生万物互联社会的加速到来袁发
展的边界和场域不断拓展融合袁而体现技术革新

和产业变革的新质生产力袁是基于开放发展理念

的经济全球化概念遥 科技创新需要在开放场域的

交流尧碰撞尧合作尧互促中得到发展袁围绕人工智

能等全球性的技术难题和技术治理进行合作袁这
是人类应对共同挑战尧实现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袁
新质生产力需要在不断的开放发展中培育壮大遥
新质生产力在开放中得以不断拓宽其生产力要

素系统边界袁进而支撑其生产力结构系统的升级袁
并驱动其生产力功能系统的整体协调与全面发

展袁进而实现全球更加繁荣的发展遥
渊五冤新质生产力体现共享发展理念尧追求更

加公平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袁生产力价值的终极目标是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共同进步遥 作为生

产力的最新形态袁新质生产力的目标追求就是要

践行人人参与尧人人建设尧人人享有的生产力发

展观袁将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发展

的根本目的袁推动最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与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良性互促的

正向循环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建经济高质量

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良好格局袁进而推动新质

生产力的加速培育壮大遥为此袁体现共享发展理

念的新质生产力袁回归人本导向袁追求的是人的

价值实现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遥共享的内涵尧数量尧
质量尧结构尧形式等将伴随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

展而持续丰富袁人类社会公平程度也将不断提高遥
五尧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建议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抢占新一轮科技

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制高点袁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袁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尧民族复兴伟业袁具有重大意义遥我国具有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尧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

优势尧制造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尧大量高

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袁 我们需要很好

地释放野独特制度红利冶野市场需求红利冶野制造大

国红利冶野人口质量红利冶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遥
第一袁强化新型要素供给袁夯实新质生产力

发展基础遥在新型劳动者方面袁着力提高人口整

体素质袁加快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袁逐步推动我

国义务教育年限野前展后延冶袁向前拓展至学前教

育袁向后延伸至高中阶段甚至大学阶段袁并在延

长义务教育年限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义务教育

阶段的质量遥与此同时袁积极构建全生命周期学

习的制度体系袁以不断提升全社会劳动者的知识

储备和技能水平袁推动人口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尧
现代化人力资源分布合理等与高质量发展相适

配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格局袁壮大新质生产力中适

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劳动者规模遥 在新型劳

动对象方面袁探索建立健全数据尧信息等新型劳

动对象相关的标准体系尧政策举措尧法律法规等袁
加快构建成熟稳定尧可靠安全尧运行高效的数据

要素交易市场体系袁坚决清除妨碍数据等生产要

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遥 在新型劳动工

具方面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袁加快人工智能尧机器

人等通用性尧基础性尧前沿性技术研发攻坚力度袁
着力提升现代新型劳动工具赋能发展的质量和

效率遥在新型基础设施供给方面袁发挥好政府投

资的带动放大效应袁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尧融合基

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

投资力度袁尤其是促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尧科教

基础设施尧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袁
尽快建成布局完整尧技术先进尧运行高效尧支撑有

力的创新基础设施体系遥
第二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袁

增强新质生产力载体支撑遥一是充分发挥新型举

国体制优势袁强化高水平自主技术要素供给袁推进

新一代信息技术尧生物技术尧新能源尧新材料等领

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袁 突破关键共性技

术尧前沿引领技术等袁前瞻谋划类脑科学尧量子信

息尧基因技术尧未来网络尧深海空天开发尧氢能与

储能等技术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袁以人工

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袁开
辟未来产业新赛道遥 二是建立完善产业基础能力

评估制度袁加快实施针对核心基础零部件渊元器

件冤尧先进基础工艺尧关键基础材料尧产业技术基

础的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袁围绕大飞机尧燃气轮机尧
电力能源装备尧船舶与海工装备尧工业母机尧高端

医疗装备和现代农机装备等领域袁积极推进重大

技术装备攻关工程袁努力突破一批带有创新性尧
标志性的装备遥 三是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发展袁以数

字技术赋能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袁加快推进现代

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尧现代农业的深度融合袁激励

企业加快数智化转型袁推进数字产业化尧产业数

字化遥 四是积极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袁实施绿

色制造工程袁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袁促进制

造业绿色化转型袁积极建设完善以开发绿色产品尧



建设绿色工厂尧发展绿色园区尧打造绿色供应链

为核心内容的绿色制造体系遥
第三袁完整尧准确尧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袁强

化新质生产力功能取向遥 一是促进创新发展遥 围

绕野四个面向冶袁强化创新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

作用袁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袁增强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袁打造超级创新生态系统袁动态优

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袁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的有效

性尧便捷性尧及时性袁畅通野科技要金融要产业冶的
循环体系袁以创新夯实构建新发展格局尧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野底座冶遥 二是促进协调发展遥 将新型

工业化尧信息化尧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野四化同

步冶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

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袁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

局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尧区域重大战略尧主体功能区战略袁充分发

挥各地区比较优势袁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袁推动区

域协调发展遥 三是促进绿色发展遥 加快发展方式

绿色转型袁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袁以能源革命

和绿色制造为突破口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

型能源体系和以绿色制造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袁加快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袁完善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袁全面推进绿色生产和消费转型遥
四是促进开放发展遥 稳步扩大规则尧规制尧管理尧标
准等制度型开放袁着力打造野投资中国冶品牌遥积极

主动对接并争取尽快加入 CPTPP 和DEPA等袁扩
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遥高质量推动共建野一带一路冶袁
强化与其他国家在人工智能尧数字经济等领域的

交流合作袁增强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新一轮科技革

命与产业变革的主动权和主导权遥 积极开展重点

领域产业竞争力调查和产业安全评估袁建立健全

产业安全现代治理体系遥五是促进共享发展遥增

加低收入者收入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袁规范收入分

配秩序袁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遥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袁
切实提高居民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袁提高劳动报

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袁合理调节城乡尧区域和

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水平遥 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袁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遥坚持尽力而为尧
量力而行袁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遥

第四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袁塑造适配新质生

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遥 一是进一步完善新型举

国体制袁形成充分弘扬企业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

的文化氛围和制度基础遥 二是深化使命导向的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袁建立长期主义的激励导向尧
容错机制袁更好地实现中央企业的原创性技术策

源地和产业链链主的使命袁持续增强国有企业的

核心功能尧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遥 三是坚持市

场中性原则袁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袁完善产权保

护尧市场准入尧公平竞争尧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

础制度袁确保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尧要素获取尧市
场执法尧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平等地位遥四是探索

建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经济治理和法

律法规体系遥保护数字知识产权袁促进公平竞争袁
完善数字治理遥健全通过劳动尧知识尧技术尧管理尧
数据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获取报酬的市场化机制遥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袁实现技术先进性与过程

包容性的有效协同袁拓展全体人民共享新质生产

力发展成果的渠道袁消除数字鸿沟袁内在统一地

把握好创新发展与共享发展的关系遥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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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roductive Forces System: Factor Characteristics, Structural Bearing
and Functional Orientation
HUANG Qun-hui SHENG Fang-fu

Abstract : Every great change in human society contains a great innovation in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world unseen in a century have accelerate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l
requirements to give birth to the formation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As a qualitative leap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new productive forces are the source of power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ystem, new productive forces are "element-structure -
function" system composed of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ing productive factors, productive structure, and
productive functions. Among them, the elements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are composed of new types of
labor, new types of labor objects, new labor tools, new infrastructure, etc., new productive forces are
manifested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l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future industries, and the function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highlight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the pursuit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better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it is necessary to expand
the supply of new factors, lead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engthen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the new productive forces system, and
shape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that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continuous deepening reform.

Key words: new productive forces; new factors of production;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