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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促进各民族携手共进，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以开辟新兴产业赛道，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的核心支柱

边疆民族地区常面临传统产业依赖过重所引发的产

业结构单一、技术更新滞后等挑战，这些瓶颈限制了经

济潜能的充分释放。为此，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

领产业结构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方向转型，成为

加速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广泛采纳低碳环

保技术，并制定高效、智能、绿色、低碳的发展战略规

划，是突破现有局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

这一进程中，首要任务是克服传统产业转型中的资本与

技术瓶颈。政府应积极发挥作用，通过实施税收优惠、

财政补贴、低息贷款等激励措施，吸引外部资金注入并

优化内部资本配置，为传统产业转型提供充足的资金保

障。同时，构建开放合作的平台，积极寻求与国际国内

研发机构及高新技术企业的深度合作，引入前沿技术与

先进管理模式，增强传统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与市场竞

争力。此外，鉴于手工艺品作为民族文化精髓与传承的

载体，应利用新材料科技对其进行创新改造，融合现代

设计理念与传统工艺精髓，创造出既保留民族韵味又符

合现代审美的高端商品，既促进了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又拓宽了市场边界。再者，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不仅

为边疆民族地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提

升其科技实力与产业竞争力，还为解决区域特有的生态

与环境挑战提供了先进技术与解决方案，是实现边疆民

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四）以绿色发展为基调，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可持

续发展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绿 色 发 展 是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底

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2]这一论述为边

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铺设了绿色发展的基石。针对

其独特地域条件，应灵活施策，推动绿色可持续的新质

生产力发展，强调资源高效利用、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

的和谐共生。在产业布局、产品设计至产销全链条中，

深度融合绿色技术与绿色理念。通过科技创新引领，实

施绿色技术项目，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促使边疆民族地

区产业由劳动、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摒弃高

能耗、资源依赖的传统增长模式，转向以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增长路径，奠定并巩固产业绿色发展的坚实

基础，保障其长远可持续发展。为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产

业的绿色转型，首要任务是构建产业绿色评估体系，实

施绿色生产标杆与动态管理，强化绿色生产竞争力。同

时，积极倡导绿色生产观念，在产品设计之初即融入绿

色考量，采用环保材料及绿色工艺，推动产品绿色化进

程，进而提升整个产业链的绿色化层次。此外，还需加

速边疆民族地区绿色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采取多

元化筹资策略，构建包含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地方政府

投入及企业等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资金筹措机制，有效

解决绿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资金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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