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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稳固基础。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的社会

价值逻辑

首 先 ， 新 质 生 产 力 赋 能 边 疆 民 族 地 区 现 代 化 可 以

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边疆民族

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保障和发展取向。新质生产力

在赋能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内外资源的

有机整合，并催生了新增长点；新质生产力赋能其现代

化的过程中，充分激发民族地区内生动能，摆脱外源依

赖的传统发展惯性，实现了各民族可持续性内源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充分汇集了边疆民族地区的闲散劳动

力、土地与资金等内部资源，同时吸纳来自城市地区、

东部发达地区的政策红利、市场信息等外部资源。从而

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人才集聚，进一步激发了经济

活力。因此，新质生产力在赋能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的

进程中，显著推动了整体福祉的增进，进而优化了民众

的生活质量与生活状态。

其 次 ， 新 质 生 产 力 赋 能 边 疆 民 族 地 区 现 代 化 ， 强

化民族间的和谐与团结协作。“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

线，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

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深刻洞察中华民族

共同体发展趋势，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10]鉴

于此，边疆民族地区在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每一步中，都

需深刻融入并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信息技术的普

及于边疆民族地区，拓宽了民族文化传播边界，深化了

民族间的互动与融合，对强化民族团结与国家认同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故而，作为经济腾飞与文化延续及社

会教化的重要平台，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兴起为边疆民族

地区文化业态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去深入挖掘

与弘扬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进而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实

现经济上的全面振兴与民族间更加紧密地团结与融合。

板，探索契合其独特性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已成为“全

国一盘棋”战略布局下的核心议题。边疆民族地区需敏

锐洞察新时代的发展特性，深刻领会并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紧密结合本土实际，积极培育并壮大独具地方魅

力的新动能，即新质生产力，主动对接并融入国家新发展

格局的广阔舞台。本文探究新质生产力在边疆民族地区所

产生的效应及实现路径，同时，剖析了新质生产力在其现

代化进程中所蕴含的价值意义与运作机理，旨在为实践

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创新性的策略导向与理论支撑。

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涵盖经济、社会与环境三大价值维度。经济价值为其现

代 化 提 供 了 物 质 基 础 ， 社 会 价 值 构 建 了 社 会 和 谐 的 基

石，而环境价值则引领了绿色发展的未来方向。这三者

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推动边疆民族地区迈

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一）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的经济

价值逻辑

首 先 ， 新 质 生 产 力 依 托 技 术 创 新 加 速 效 率 提 升 ，

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其显著标

志。当前，数字技术引领的科技与产业变革正重塑人类

生 活 ， 其 普 及 性 深 刻 影 响 着 传 统 领 域 。 顺 应 数 字 化 趋

势，技术创新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成为边疆民

族地区推进现代化的强劲引擎。同时，新型生产关系的

构建亦与新质生产力相辅相成，两者协同并进，以螺旋

上升之势推动生产力飞跃，直观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

显 著 提 升 。 这 一 成 效 不 仅 是 新 质 生 产 力 发 展 的 自 然 产

物，也是评估其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综上，边疆民族

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技术创新与生产关系革新的

双重驱动下，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飞跃，为现代化进

程注入了强劲动力。

其次，新质生产力在驱动经济增长、升级现代化产

业体系方面扮演核心角色，对边疆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

至关重要。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需与生产力发展水平

相契合。新质生产力依托高新技术与创新模式革新，促

进传统产业转型并催生新兴产业，同时培育现代化产业

体系。该体系汇聚新兴技术、创新资源及人力资本等要

素，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制度保障与体系支撑，是其发展

的坚实基石。边疆民族地区聚焦战略新兴产业与未来发

展方向，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与现代化发展目标

相匹配的产业体系。综上，新质生产力不仅加速边疆民

族地区经济增长与产业体系现代化，还为其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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