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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为主的新能源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7%，高于规上工

业增速25.2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8.7%和10%，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

19.5%和19.2%。④

高算力化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青海的清

洁能源发展优势和东数西算的重要机遇，青海在为国家

提供绿色算力方面潜力巨大，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转型

发展优势明显，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青海水

能、太阳能、风能等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迅速，清洁能

源装机占比、新能源装机占比、非水可再生能源消纳比

重三项指标保持全国领先，绿色能源开发技术达到了世

界先进水平。

以新质生产力促进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路径

（一）发挥绿色金融的牵引作用

绿色金融可以促进环境保护及治理，引导资源从高

污染、高能耗产业流向理念、技术先进的部门，是促进

资源优化配置、驱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工具。而新质生产

力的绿色特质和生态底色，又决定了绿色金融在其中的

牵引作用必不可少。青海绿色金融在国家公园建设、生

物多样性保护、双碳目标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

能源高质量发展等领域大有可为，借助绿色信贷、绿色

债券、绿色保险、绿色租赁、绿色风投、绿色指数以及

相关绿色衍生品，以丰富的绿色金融工具来增强绿色金

融服务的能力。依托丰富而精准的绿色金融服务供给，

整个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将加快实施绿色化，从而增加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态成色。⑤

（二）加快绿色创新能力培育和转化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渗透、融入在生产力发展的各

个要素、环节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7月的全国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也指出：“要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

自强，把应对气候变化、新污染物治理等作为国家基础

研究和科技创新重点领域，狠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青海应加大资源投入力度和人才引进培养力度，逐

步积累一批原创性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成果，着

重在典型脆弱区生态保护与修复、解决关系民生的水气

土等环境保护问题、节能减排与资源循环利用、资源绿

色勘探开发、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科技创新领域，加

强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的系统部署，同时在此

基础上，将这些先进的技术成果逐步推广应用到生产、

流通、消费等国民经济环节，逐步构建先进实用、自主

可 控 、 适 合 生 态 环 保 与 绿 色 发 展 领 域 科 技 创 新 技 术 体

系，为全省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发展和环保产业发展提

供科技支撑。

（三）以增进人民生态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发 展 的 最 终 目 的 是 在 实 现 社 会 全 面 进 步 的 基 础 上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生产力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

此，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以满足人民

的美好生活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其在价值层面指向了人

民福祉。“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

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两者

之间有着必然联系，新质生产力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促

进不仅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高质量，更要在推动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层面着力。

一要发挥社会公众作用。在节约资源、绿色出行、

绿色消费、“光盘行动”等方面引导构建全民参与绿色

经济建设、推动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氛围。全民养成良

好生活习惯，使广大人民群众提升对绿色低碳的内心认

知，久而久之形成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为推进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培塑良好的社会土壤。

二 要 让 人 民 分 享 到 更 多 的 生 态 红 利 。 绿 水 青 山 、

蓝天碧水、新鲜空气是保证人民群众享有生态福祉的基

础。同时，政府层面可进一步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在

新能源汽车、高效能电器等低碳环保的产品消费以及绿

色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建立激励机制，让人民群众从绿色

健康的生活方式上感受更多的实惠，得到生态保护的参

与感，形成绿色生活的内生动力，进而通过人民群众的

自觉行动，以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合力，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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