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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增强各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三）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现代化产业体

系建设提供根基

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促进区域经

济的协调发展，还能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

融合，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从而为现代化产业体

系建设提供坚实的根基。

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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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增强各地区的自我

发展能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提供坚实的区域基础。[3]

其次，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关键在于质优，

本质是先进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的产

业载体，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以创新要素赋能新质生

产力，培育未来产业、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推动传统

产业转型的过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是

推动生产力迭代升级、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西部地区现状分析

西部地区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上具有独特的资源禀

赋和产业基础，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迫切需求。近

年来，西部地区在探索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

的实践探索，主要围绕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集群等

重点任务展开。例如，云南省提出了建设“绿电+先进制

造业”、硅光伏产业、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链；重庆市

则提出了建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

造业、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等多个现代化产业集群。西

部地区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拥有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较低的要素成本，这为其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

有利条件。可以说，西部地区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上已

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存在

一些缺陷，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 一 ， 创 新 资 源 不 足 。 与 东 部 地 区 相 比 ， 西 部 地

区的科技创新资源相对匮乏，这限制了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 。 这 主 要 表 现 在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 首 先 ， 研 发 投 入 不

足，西部的经费投入强度较低，直接影响了科技创新能

力，限制了科研活动的规模和质量，进而影响创新成果的

产出。其次，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单一，传统产业占比

高，新兴产业发展不足，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低，创新成果

难以转化为实际产业优势。最后，创新体系不完善，创新

服务体系、平台建设和创新环境有待加强，且科技成果

转化率低，许多科研成果未能有效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第 二 ， 人 才 资 源 短 缺 。 西 部 地 区 面 临 高 层 次 人 才

和技能型人才的缺乏，这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制

约 。 西 部 地 区 的 人 才 资 源 短 缺 主 要 体 现 在 以 下 几 个 方

面：首先，人才流失问题严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由

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条件的限制，许多受过高等教育

的 人 才 更 倾 向 于 前 往 经 济 更 为 发 达 的 东 部 沿 海 地 区 就

业，这在高校中尤为突出。其次，教育资源不均衡，特

别是在农村、边远、贫困和民族地区，优秀教师和优质

教育资源稀缺，导致教育质量总体偏低，影响了人才的

培养和留存。最后，创新平台和科研条件有限，西部地

区在高水平研究平台和科研项目的建设上存在不足，限

制了高端人才的引进和长期留存。

第三，产业基础薄弱。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相对单

一，传统产业占比较高，新兴产业发展不足。西部地区

的产业基础薄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高技

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产业结构缺乏多元

化，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不足。其次，生态环境脆弱，

环境保护和修复任务艰巨，限制了一些可能对环境造成较

大压力的产业的发展。市场规模和消费能力有限也是制约

因素，由于人口密度较低，西部地区市场规模小，消费

能力有限，影响了产业的规模扩张和效益提升。

第 四 ，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压 力 。 西 部 地 区 生 态 环 境 保

护面临多重压力，主要体现在生态脆弱性突出，如三江

源、祁连山等区域生态系统一旦破坏，恢复难度大且成

本高。其次，水资源短缺普遍存在，这不仅对生态保护

构成压力，也限制了产业发展。土地退化问题严重，表

现为水土流失、荒漠化和土壤盐渍化，导致生态功能下

降 。 生 物 多 样 性 减 少 ， 由 于 人 类 活 动 和 气 候 变 化 的 影

响，珍稀物种的生存环境受损，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

全球气候变化对西部地区的冰川、冻土和水资源产生影

响，增加了生态保护的不确定性。人类活动干扰明显，

不合理的资源开发和过度放牧、非法采矿等行为对生态

系统造成破坏。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是一

大挑战，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新质生产力赋能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针对以上问题，新质生产力赋能西部地区高质量发

展的路径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解答。

第一，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

心，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西部地区可以

依托自身的资源和产业基础，加强科技创新，发展特色

优势产业，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从而提升

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4]为推动西部地区高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