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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通过政策、管理及市场创新，构建高效制度架构，

为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坚实基础与持续动力。

第一，制度创新在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在边疆民

族地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策略便是聚焦于制

度创新的驱动力。具体而言，制度创新进一步巩固了市

场机制的框架构建，着力确立并固化市场行为的准则，

以引导市场各参与主体遵循正当规范，从而有效规避市

场失序与不公现象的发生。例如，边疆民族地区积极响

应并深入实施反垄断政策与消费者权益等法律法规，为

市场健康运行筑牢了法律基石。同时，简化行政流程、

减 少 政 府 干 预 ， 如 营 商 环 境 优 化 举 措 ， 企 业 运 营 成 本

有效降低、市场效率显著提升。再者，制度创新的核心

聚焦于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消除地域界限与

行政壁垒，从而有效削弱了地方保护主义与行业垄断现

象，促进了市场的健康竞争与资源优化配置。此外，强

化产权与知识产权保障，激励了创新热情与技术进步，

为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综上所述，边疆民族地

区的制度创新不仅稳固了市场根基，还激发了市场主体

的创新热情与创业动力。

第 二 ， 制 度 创 新 赋 能 边 疆 民 族 地 区 现 代 化 。 具 体

体现在多维度上：经济层面，制度创新重构了产权结构

与市场架构，促进了良性竞争氛围的形成；通过财税机

制革新、强化知识产权保障及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构

筑了稳固的成长基石，加速了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

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层面，

法治建设的深化与政务透明度的提升并行不悖，显著增

强了政府的公信力和行政执行效率，同时拓宽了公众参

与和监督的路径。此外，通过推广公共服务体系的现代

化转型，包括医疗资源均衡化配置、教育品质与社会保

障体系的全面升级，确保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广泛覆盖与

便捷获取，为区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民生基础。在社会

全面发展层面，制度创新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

就业机会的平等获取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覆盖，有效

缩小了贫富差距，提升了民众的生活品质与幸福感；同

时，边疆民族地区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实

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彰显了中国

式现代化所倡导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理念。

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的未来路径

边疆民族地区以其丰饶的自然资源和独具魅力的文

化特质，共同构筑了推动该区域经济社会全方位进步的

潜在驱动力与核心基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科技迅猛

发展的背景下，应充分挖掘并利用其独特优势与内在潜

力，确立具有明确目标导向的策略举措，针对关键瓶颈

与薄弱环节实施精准突破。

（一）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补足边疆民族地区发

展短板

2 0 1 9 年 ， 中 央 经 济 工 作 会 议 将 “ 新 型 基 础 设 施 ”

范 畴 界 定 为 涵 盖 5 G 、 人 工 智 能 、 工 业 互 联 网 及 物 联 网

等领域的建设重点。同年，第七次中央深改小组会议强

调，为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需加速构建内外联通的通

道体系与区域性枢纽，并优化基础设施网络布局。在新

时代的背景下，新型基础设施的构筑已成为驱动经济前

行的核心引擎，凸显其对于经济现代化进程的不可替代

作用。面对地域局限，技术革新成为了破局的关键。因

而，边疆民族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尤其是信息化基建的

加速发展显得尤为迫切。首要策略在于加速推进新一代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力求实现高效、便捷、安全且广泛

覆盖的目标。同时，加大对边疆民族地区信息基建的投

资，促进设施迭代升级，缩小“数字差距”，为新质生

产力的培育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此外，优化电子政务

体系，强化政府数据处理与决策的科学性与时效性，是

实现治理现代化与透明化的重要途径。信息技术的发展

应以提升边疆民族地区民众生活质量、增进民生福祉为

核心导向，不仅为新质生产力创造有利条件，更为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稳固与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石。

（二）聚焦人才资源，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注入动力

推 动 边 疆 民 族 地 区 现 代 化 进 程 的 核 心 动 力 源 自 人

才队伍的培育与积累，而首要战略聚焦于深化教育改革

领域，通过实施一系列基础性、系统性的转型措施，旨

在纾解该地区，特别是偏远区域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的困

境，进而达成教育质量的均衡发展目标。利用在线教育

平台、虚拟实训基地等现代科技手段，打破地域壁垒，

让学子们共享全国优质教育资源与技能培训，促进技能

与知识更新，以应对技术变革的挑战。边疆民族地区应

构建创新与技术培育基地，强化与高等教育学府、科研

单位及工业集聚区的深度合作，聚焦于人工智能、智能

制造等尖端科技领域，实施针对性的专业培训计划，旨

在提升本地人才的专业素养与能力，同时吸引外部资金

与先进技术的注入，以此促进经济体系内形成正向循环

的发展态势。进一步而言，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应

立足于人民需求的根本导向，通过整合教育资源与技能

培训体系，不仅加深劳动者的知识储备，还强化其实践

操作与问题解决能力，为地区现代化转型提供坚实的人

力资源支撑。同时，加速劳动工具的迭代升级，并积极培

育新兴产业，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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