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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与路径分析
朱浩然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38

摘要：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演进的新阶段，采用创新驱动和质量牵引的模式，通过新技术应用、新要素培育和新产业兴起，引
领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这种生产力体现为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双重动力，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模式转变。具体而言，
新技术的应用不仅通过“创造性破坏”加强经济的创新基础，新要素的培养也通过激发新的竞争优势来提升经济活力；同时，新
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链的完善和市场的扩展。未来，为实现这种生产力转变，需重点突破核心技术、加快数据要素的整合、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优化基础设施，以保障经济的持续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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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o-productivity, as a new stage in the evolution of productivity, adopts an innovation-driven and quality-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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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industries. This form of productivity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ual driving forc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facilitating the optimiza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owth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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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 cultivation of new elements enhances economic vitality by stimulating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s. Concurrentl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es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chains and the expansion of markets. In the future, achieving 
this transformation in productivity will require a focus on breaking through core technologies, acceler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data 
elements, developing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optimizing infrastructure to ensure sustained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Neo-productivity; Theoretical logic; Implementation path
DOI: 10.62639/sspsstr20.20240102

在当前全球经济快速变化和技术创新不断突
破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应运而生，它代
表了一种在生产方式、技术体系和管理模式上的
根本革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是技术的革
新，更是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在人
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每一次重大的技术进步都
伴随着生产力的质的飞跃，而今天，我们站在了
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从量变到质变的关
键转折点 [1]。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是通过科技创新
来引领产业变革，以整合现代化的管理和先进的
制造技术来提升整体经济的竞争力。这种生产力
的转型不仅关注技术本身的革命性创新，更关注
这些技术如何能够被有效地融入到当前的生产体
系中，从而推动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和生产方式
的根本变革。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创新和质量
的双重驱动，致力于以科技的力量解决现有生产
体系中的矛盾和不足，推动经济向更高质量、更
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一、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

（一）新质生产力中的颠覆式创新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革新动力

在当今经济发展的多变和技术迭代的快速环

境中，颠覆性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动力。这类创新不仅改变了传统产业的
生产和运营模式，而且通过引入前所未有的技术
解决方案，重塑了市场结构和商业生态系统。颠
覆性技术如人工智能、区块链和 5G 等，不单单
在其直接应用领域内展示强大的影响力，更通过
其广泛的溢出效应，促使各行各业进行结构性调
整和创新升级 [2]。

这些颠覆性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们能够深
度整合进传统产业，推动产业从低附加值向高附
加值转型，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通过
技术创新，新的生产力形态和经济增长点得以产
生，从而不断推动经济向高质量方向发展。这种
技术驱动的变革不仅限于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
量，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创新引领市场需求，形
成新的消费模式和商业模型，进一步扩大市场规
模和深化市场细分，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能。

此外，颠覆性技术创新还具有强烈的外部性
和可迁移性，使得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和跨界
创新成为可能，这不仅降低了创新门槛，提高了
整体行业的创新能力，还促进了上下游产业链的
协同效应，增强了整个经济体的竞争力。通过这
种方式，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经济提供了一个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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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更新和升级的机制，有效促进了经济结构的
优化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最终推动经济实现可
持续增长。这一切展示了颠覆性技术创新不仅仅
是技术进步的体现，更是经济转型和升级的关键
力量。

（二）新质生产力中的新型要素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全新动能

在当前以创新和技术为驱动的经济环境中，
新质生产力的新型要素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全新的动能。这些新型要素不仅涵盖了传统生产
要素的质量升级，如高素质的劳动力、先进的生
产工具、创新的劳动对象等，而且显著包括了在
数字经济时代至关重要的数据要素。数据要素作
为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核心，不仅作为新的生产资
料被广泛使用，还作为劳动对象在各种生产活动
中发挥作用 [3]。随着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进，
这些新型要素的引入，特别是数据的融入，不仅
改变了生产函数的结构，还通过与传统要素的互
补和替代关系，重塑了生产方式。例如，通过数
据分析和人工智能，企业能够实现更精准的市场
预测和产品定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市场
响应速度，从而提升了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

新型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和技能训练的提高使
他们能够更有效地与高级技术如人工智能和机器
学习等协同工作，推动了从人力密集型到知识技
术型的生产模式转变。同时，新的生产工具，如
自动化机器人和高效能信息技术设备，进一步解
决了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和安全问题，使得生产过
程不仅更加精细化和智能化，也更为环保。此外，
新质生产力匹配的劳动对象的转变，从传统的物
质资源向包括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数据和信息等
非物质资源的转变，不仅降低了对环境的负担，
还通过技术创新激发了新的经济活力和就业机会。

（三）新质生产力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主体支撑

在全球经济结构不断演变和技术创新日益加
速的当今时代，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成为
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这些产业不
仅代表着新技术的最前沿应用，也是新质生产力
发展成果的直接体现，它们由于涉及高度的技术
密集和知识密集特性，成为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
的重要引擎。战略性新兴产业，如生物技术、高
端制造、新能源等，由于其在技术和市场上的领
先地位，能够吸引高端人才和资本集聚，推动从
传统低效率生产向高效率、高附加值生产的转变。
这种转变不仅提高了产业本身的竞争力，还通过
高质量的生产要素配置，提升了整个经济体的运
行效率和创新能力。

这些产业通过其完整的产业链条，从研发到
生产再到销售，有效地整合了科技资源，提高了
产业链的价值创造能力 [4]。这不仅增强了产业自
身的持续增长性和高附加值，还通过技术和知识
的传播，带动了相关产业和上下游产业的技术升
级和结构优化。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球
范围内的布局和发展，使其在推动国内外经济结
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

也为传统产业提供了向高技术和高效率转型的机
遇和模式。

未来产业，尽管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早期阶
段，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创新风险，但它们在
技术和市场发展的初期阶段就展示了巨大的潜
力。这些产业如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虚拟
现实等，虽然技术路径和市场需求还在不断探索
和调整中，但其对经济创新动力的贡献不容忽视。
未来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大量的创新投入和资本
积累，更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捕捉科技突破和市场
机遇，以期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有利位置，从而
在全球竞争中获得先发优势。这种先发优势能够
帮助经济体在未来的产业竞争中获取更高的创新
租金和市场份额，从而推动整体经济向更高质量
和更高效率的方向发展。

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为新质
生产力的主体支撑，不仅在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
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还在全球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中，通过其产业关联性和技术领先性，为经济提
供了强有力的动能和支持。这一过程中，这些产
业不仅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还有助于形
成更为高效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5]。

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分析

（一）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破形成新质
生产力，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软实

在当今技术迅速演进和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
化的背景下，强化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突破成为
塑造新质生产力、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软实力的
重要路径。科技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内核，
不仅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还直接影响到国
家的竞争力。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特别是在颠
覆性技术和基础研究领域，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和动能，实现从传统生产方式到高技术、高附加
值生产方式的跃升。这一过程中，通过国家层面
的战略布局和资源整合，重点推进“卡脖子”技
术的突破，这些技术既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
新材料技术等，也涉及能源、环保等多个关键领
域，其目的是解决这些领域内的技术瓶颈，推动
产业升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依托强大的国家科技创
新系统，加强科技预见和战略预判能力，定期进
行关键技术的识别和评估，确保科技发展与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同步。同时，强化企业尤其是
行业龙头企业在科研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使其在
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中发挥领头羊作用，带动整
个产业链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这不仅提升了企业
自身的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也通过企业间的
合作与竞争，推动了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
升级。

此外，完善科技成果的转化机制也是关键。
通过建立健全的技术转移体系，加强科研成果的
实用化、商业化，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
这包括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环境，提供必要
的政策支持和激励措施，例如赋予科研人员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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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权益，激发他们的创新动力和潜力。同时，
构建专业化的技术转移平台，提供从技术评估、
市场分析到商业模式设计的全方位服务，确保科
技成果能够高效、快速地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二）加速新型数据要素融合渗透形成新质
生产力，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数据要素已成为新质生
产力的核心和关键要素，其特有的非竞争性、强
渗透性与规模经济性特征使其成为经济增长新动
能的底层支撑。数据要素的有效利用和融合渗透
能够显著提升传统生产要素的增值空间，同时为
经济社会带来多维度和深层次的高质量发展。在
这一过程中，数据要素通过其在研发、生产、销
售及服务环节中的高效流通，不仅优化了生产过
程，还通过普惠式增长红利推动了经济结构的优
化和升级。

为了加速新型数据要素的融合与渗透，推动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并激活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新
动能，需要采取一系列战略性措施 [6]。首先，推
进以数据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进程，通过数据与
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的网络化协同，加速
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壮
大。这一过程中，产业数字化的深度变革为数据
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创造了实际场域，通
过全要素的数字化转型和升级，优化生产要素的
组合和配置，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
的高效增长。

要培育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及产业环境
间的协同联动和深度融合机制。通过设计数据要
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组合方案，优化要素间的结
构和匹配效率，提升生产效率。同时，搭建数据
要素桥梁，构建全方位创新链与产业链互联互通
的生态网络体系。这种高度泛在性和强连接性的
数据要素可以加速产业链上要素资源的整合和流
动，借助云计算、算力和数据的集成模式，实现
产业链各主体环节在知识信息的高效识别基础上
产生的高质量创新知识溢出和共享。

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数据要素制
度体系，最大化释放数据要素在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中的潜在价值。这包括建立健全数据产权制
度，聚焦数据交易市场的建设现状与问题，明确
数据在采集、应用等全过程中各参与方的权利，
推动数据的有序流转，为数据要素价值的充分释
放提供制度保障。

（三）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形成
新质生产力，抢抓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机遇

在当前全球科技与经济迅速变革的背景下，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成为形成新质生
产力、抢抓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机遇的关键途径。
这些产业不仅代表着科技创新的前沿，也是现代
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撑，其发展强化了产业结构
的优化并开辟了创新的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
如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等，正通过其持
续的创新与发展，逐步孕育并推动未来产业的成
长，如量子信息技术和空间科技等，这些产业正
在不断开拓新的发展方向和拓展新的业务领域，

从而为全球创新版图和经济结构的重塑提供新思
路和强大动力。

为有效推动这一转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
展与未来产业的孵化需要基于创新链和产业链的
双向融合策略。首先，通过鼓励头部企业布局前
沿领域，发挥其在技术、资源和市场方面的头雁
效应，加速创新型企业的成长，构建开放共享的
创新生态系统。这不仅加快了产业的成长速度，
还通过集成最新的数字平台和技术创新，推动产
业的整体升级和转型。其次，重视专精特新的“小
巨人”企业的培育，这些企业在各自的细分领域
中通过专业化、差异化竞争为产业的深度发展提
供微观基础，这种深度专业化有助于战略性新兴
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端攀升，加强产业链的
自主可控水平。

数字经济的深度赋能作用是实现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作为中国经济增长
动能转换的重要形态，数字技术的驱动逻辑成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杠杆。构建以自主创新为核
心、开放共享为特征的数字技术体系，推动数字
技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深度应用，不仅可以
实现技术的融合与创新突破，还可以满足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的需求。同时，
明确数字技术在产业发展中的应用方向，通过创
新联盟和长线创新模式，促进技术共享，并通过
跨界融合，激发产业的焕新效应，从而推动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抢抓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新机遇。

三、结束语

总结来说，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因素，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核心在于应用
颠覆性新技术、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新要素，并
兴起新产业，从而优化经济结构并促进增长模式
的根本转变。为了有效推进这一生产力阶段，未
来策略应聚焦于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数据要素
的深度融合、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这些
路径可以保证经济在全球竞争中保持动力和活
力，使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转折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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