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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

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时强调，“西部地区在

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举足轻重。要一以贯之抓好党

中央推动西部大开发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形成

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①在生产力趋向

于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今天，因地制宜的推动西

部发展、加快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是新质生产力赋能西部发展的前进方向。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性

新质生产力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是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需

要政策支持、教育培养、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多方面

的协同努力。它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也

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因素。

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性可以从以下三

个方面展开：

（一）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

供基础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

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

重要着力点。”[1]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根据各地区的实际

情况，包括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技水平等因素，制

定和实施符合当地特点的生产力发展计划，从而实现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充分发挥各地

区的比较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各地要坚

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2]这

意味着不同地区应根据自身条件，选择适合的产业发展路

径。其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促进区域经

济的均衡发展。通过优化生产力布局，可以推动资本、

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更具发展潜力的地区流动，从

而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最

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升级。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可以推动传统产业的

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形成更加现代化、智

能化、绿色化的产业体系。

（二）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注入活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过

程，它不仅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更注重发展的质量和

效益，强调多方面的协调发展。其中，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首 先 ，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发 展 有 助 于 推 动 经 济 结 构 的

优化升级。随着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新产

业 、 新 模 式 、 新 业 态 不 断 涌 现 ， 这 些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代

表，通过创新驱动，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和新兴产

业的培育壮大，形成更加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

业体系。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也为经济

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源。

其次，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充分发挥各

地区的比较优势。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科技水平等存在差异。通过因地制宜的发展

战略，可以促进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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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在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如何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是当下面临的

问题。对此，本着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原则，从西部地区现有短板入手，结合

当地优势资源，分析新质生产力与西部发展如何相互促进与影响。立足于当下科技快速

发展的时代，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以及发展方式创新是新质生产力赋能西部地区发展的

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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