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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024年全国两会，新质生产力

和高质量发展，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

的高频词。

“抢抓机遇”“时不我待”“加速推

进”“加快形成”“加快发展”……从提

案建议到大会报告，从小组讨论到大

会发言，代表委员们对加速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紧迫之情溢于言表。

人勤春早。实际上，龙年春节

后，各地便紧锣密鼓部署推进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工作：长三角地区正

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争做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弄潮儿”。广东省

召开高质量发展大会，提出用科技

改造现有生产力、催生新质生产力，

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战略之举、

长远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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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

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新年伊

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

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

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

升级而催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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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

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于

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

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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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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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从习近平总书记到各地各

部门再到代表委员，都对发展新质生

产力如此紧迫？这是因为，在我国经

济稳步发展面临一些新的挑战，特别

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大国竞争愈演

愈烈的背景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技术加速迭代更新，并深刻影响产业

发展和经济结构。特别是Sora的发

布，更将深刻影响科技发展进程和竞

争格局。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在

此背景下，我国必须刻不容缓地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大动能。

过去一年，我国新质生产力正

加速形成：国产大飞机C919投入商

业运营，国产大型邮轮成功建造，新

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

60%；科技创新实现新的突破：航空

发动机、燃气轮机、第四代核电机组

等高端装备研制取得长足进展，人

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前沿领域创新

成果不断涌现，技术合同成交额增

长28.6%。

尽管如此，我们仍应清醒地认识

到，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传统

生产力比例仍然较大，新质生产力占

比还相对较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

适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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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生产关系的调整，

将涉及方方面面的关系。

比如，发展新能源汽车，就面临

着如何处理和燃油车之间的关系、如

何消除电池安全隐患、如何解决充电

难的问题、如何解决动力电池的资源

保障和芯片供应保障等诸多问题。

在前期投入巨大但短期难见效的情

况下，如何保证企业加强研发的积极

性？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涉及国内国

际方方面面的关系。

而对中央国有企业的几大车企

而言，还面临着如何面对国资委考核

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几大中央国有

车企布局新能源汽车，一开始投入会

比较大，国资委如果对它考核当期利

润，企业就不太容易去全速推进发展

新能源汽车。为应对此类问题，国务

院国资委主任张玉卓在两会部长通

道就表示，要出政策破除障碍，“考核

它的技术，考核它的市场占有率，考

核它未来的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要发展新质生产

力，我们首先必须全面梳理阻碍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各方面障碍，对发展新

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行顶层

制度设计，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科技

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加快完善产权保

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

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为推动新质生产

力保驾护航。

其次，必须深化教育改革和人才

改革，加强科技创新的基础教育和人

才培养体系建设。当前，我国面临一

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科技投入

产出效率不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有

待提升等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人才基础还比较薄弱，原始创新能力

不强，尚未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

匹配的人才培养体系。

我们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

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

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

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根据科技发展

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

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

第三，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大

供给侧改革的力度。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扎扎实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我国产业结构层次才能出现一

个大的跃升，社会生产力水平才能出

现一个大的跃升。”当前，我国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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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力推进供

给侧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为

了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不断升级的个性化物质文化和生态

环境需要。

第四，我们必须着力打通束缚新

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

准市场体系，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建设，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

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

产力顺畅流动。为此，必须推进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构建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

充分激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

企业等不同经营主体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动力和潜能。“一枝独秀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我们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

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

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

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让每一个创新行

为都得到市场尊重，让每一份创新

成果都能够形成市场价值。同时，

要搭建政学产研协同发力的平台，

让先进的科学技术迅速地转化成新

质生产力。要持续营造有利于创新

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营造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实施包容审

慎监管。

我们相信，只要不断深化体制机

制改革，充分调动起每个地市、每个

部门、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每个个体

的创新热情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我国

的新质生产力将如春草一般，从科技

创新的土壤中快速生根发芽，全面迸

发出来。

从法治上破解掣肘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 A2

总机电话：（010）88890000 发行/征订电话：（010）88890120 广告热线：（010）88890020 监督电话：（010）88890050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证监会主席吴清进一步从监管角度提到，提

升市场韧性至少包括“一个基石”“五个支柱”。即，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和更合理的资金结构、

更加完善的基础制度、更有效的市场调节机制、更优质的专业服务、更严格的监管执法。

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 监管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B3

内在稳定性

除了资本的青睐，AR设备也逐渐被市场所认可。IDC数据显示，2023年第四季度，中国AR头

显出货量首次超过了VR，其中AR出货量为11.8万台，超过VR的11万台。

“热钱”涌入AR眼镜赛道 新一波消费级AR产品创新热潮显现 A4

新一波AR

营商环境 B1~B16新质生产力 B1~B16

B5进阶新引擎
“人工智能+”亟待构筑安全防线

以旧换新撬动消费市场
金融赋能释放新活力

B6

国产 CAR-T 疗法“突围”：
从跟跑到并跑

B14

以新质生产力为动能
北京丰台交出高质量发展答卷

B11

A1~A4经济大势

专访最高检第四检察厅厅长张晓津：
发挥派驻证监检察优势、维护资本市场秩序

A3

OpenAI与马斯克互撕：
先进AI的掌控权之争

A4

代表委员建言汽车高质量发展：
促消费、补短板

C5

竞逐新能源产业
智能网联汽车谋划融合创新发展

C6

商业航天首度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定位“新增长引擎”

C3

十一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
跨境电商从试点到“新增长极”

C2

中国汽车产业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C8

科技创新力 C1~C8

茶饮企业加快“走出去”
亟须政府护航助力

D2

民生消费力 D1~D4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历届两会信息发现，这是自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前瞻部

署生物、纳米、量子调控、信息网络、气候变化、空天海洋等领域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后，

政府工作报告第六次提及“量子”产业。

新赛道开启 量子技术领衔我国未来产业先导区 C1

量子技术

本期热词

记者注意到，在此背景下，不少乳企都在持续技术攻关，致力于攻克乳品产业“卡脖子”问题，

尤其是突破益生菌科研技术的发展瓶颈。同时，围绕乳业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确保乳业

全产业链的稳定与安全。

攻克产业“卡脖子”技术瓶颈 乳企打造益生菌“中国芯” D1

益生菌“中国芯”

全国政协委员曲永义：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B1

代表委员热议营商环境：
擦亮“金字招牌”激活“一池春水”

B9

全国政协委员陈晓红：
健全算力网服务生态体系
激发算力经济新动能

B2

游戏“向善”：
功能性正向价值凸显

B16

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B1~D4两会专刊

专访最高法民二庭庭长高晓力：

全国政协委员施维雄：
健全普惠性幼儿园发展机制

D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