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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期间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系统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

涵。 202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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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基

于我国积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实践，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是马克思主义

生产力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又一个重大创新成果。

新质生产力提出以来，学术界积极开展研究，对这一概念的内涵、特征及发展路径进行

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有很多颇具启发性和思想性的新观点。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些研究中

有很多还是基于当前时间截面上的一般性论述，对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创新与发展不断互动

演进、党的创新理论持续拓展新境界的进程缺乏更加深入的认识和领悟。党的十八大明确提

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一系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陆续出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

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是党中央在全面分析国际科技创新

竞争态势和深入研判国内外发展形势基础上提出的重大部署，我国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揭开了

新篇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

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新质生产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既与新时代以来的一系

列理论创新一脉相承，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动态演进特征。

加快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把握三个重要方向。一是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这

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最终还是要体现在

发展先进生产力上，必须抓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

业。二是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深化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扩

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真正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防止各地盲目投资、重复建

设、一哄而上。三是把握新兴领域发展特点规律，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

双向拉动，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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