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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活力是发展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活力是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抓手新质生产力的抓手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张绘张绘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十大

任务中，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放到了首位，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首

要任务。《报告》指出，充分发挥创新主导作用，以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促

进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新质生产力有别于传

统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是

生产力演变过程中的一种能级跨越，是一种摆脱传

统增长模式，告别依赖劳动力数量和资本等要素的

路径依赖，主要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将数据、知识

等生产要素进行高效整合，并与产业链、供应链优

化升级、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推进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紧密关联并展现融合发展新内涵

的生产力。

科技与产业变革催生新质生产力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的变局在科技革命引

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纵观人类历

史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都会给社会生产力发展带

来提升和进步的空间，也由此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放眼全球，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大数据、物联

网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与实体经济和产业领域

高度融合。新质生产力是科技与产业的结合，是产

生新发展增长点的关键。当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所

需要的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报

告》提出围绕实现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

动，着力补齐短板、拉长长板、锻造新板，增强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 ；实施产业创新工程，完善

产业生态，拓展应用场景，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

合集群发展 ；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深化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 +”行动，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等领域做出了全

面细化的布局，为实现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具体的指

引和要求。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

新基建革命，正与实体经济和产业高度融合，特别

是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正在加速演

进，将把人类社会带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时代，

“硅基”经济时代正式到来。2024 年世界经济论坛

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中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带来

的好处将促使高收入经济体的生产效率、科技创新

效率提升且均将明显好于低收入经济体。可见，人

工智能革命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和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这种变革带来的地缘政治

变化，对经济全球化，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产生巨大

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全球产业政策正在密集复苏，

这些经济政策将催生新的增长点和重要政策，政府

的财政压力将不断上升，高收入经济体与低收入经

济体之间的差距将扩大。随着如 ChatGPT、Gemini、

Sora 等不断引起全球范围的关注，我国各大科技公

司也开发出特有的人工智能模型，但无论是数据收

集运用，还是算力和算法，与国外还有差距。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同时必须要认识到我国在人工智能等高

科技领域与国外的比较优势和劣势，我国有强大的

工业基础和全产业链，虽然在算力、算法上与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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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距，但在人工智能与工业产业结合方面有得天

独厚的先决条件。如何扬长避短，发挥自身市场和

产业领域的优势，这不仅仅是对当下经济实力的比

拼，还关系到未来国家发展前途和命运。

我国具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良好基础

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产业是重点，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关键。我国战略性新兴

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领域，

未来产业代表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成为实现

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伴随着我国新兴产业的快速

发展和未来产业的变革提升，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

具备良好坚实的基础并在快速形成过程中。当前我

国一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丰硕，航空发动机、

燃气轮机、第四代核电机组等高端装备研制取得长

足进步，载人航天、深海深空探测、人工智能、量子

信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创新成果

不断涌现。2023 年我国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 28.6%。

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持续提升，部分产业领域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比如，2023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新增装

机总量全球占比超过 50%、第一批国家级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达到 66 家、建成全球最大规模 5G 网络

且已建成 5G 基站占全球的 70% 以上、人工智能企

业规模近 4000 家、高铁规模全球第一等，彰显了我

国全产业链良好的产业基础和超大规模市场需求

的独特优势。同时，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累计超过

2000 万辆 ；锂电池行业总产值超过 1.4 万亿元，锂

电池总产量同比增长 25% ；全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

达 609 吉瓦时，成为装机第二大电源，仅次于煤电。

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发电等行业组成的“新

三样”合计出口达到 1.06 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大

关，增长 29.9%。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发

展壮大，已经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并描绘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需要建立新生产关系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一定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

现代化，是以先进生产力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为坚

实基础的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

革。以科技革命引领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比任何时

代都更加需要并强烈呼吁深化生产关系的变革，以

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

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

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当下，我们必须坚持系

统观念，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生产、分配、交换、

消费循环过程中的梗阻，以新兴技术重构生产关

系，推动产业结构和组织结构优化调整，加快培育

适宜新质生产力生长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才能为发

展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各类资源要素有效配置提供

条件。

生产力的要素组合中包含劳动力、劳动对象、

劳动工具与科技成果应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

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劳动力质量提升是促进全

要素生产率的关键环节。如何更好发挥劳动者的积

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激活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

一是激发政府与市场的创新活力。比如，有效

应用新型举国体制去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技术领

域 ；通过创新政府采购方式对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和

未来产业领域的支持，实现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突破 ；

通过更好运用政府购买服务在科技领域开展广泛的

国际合作 ；政府发挥投资带动放大效应，更好实现

有效投资往新质生产力领域倾斜。重点要抓营商环

境改进提升。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

市场体系，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保障各类

经营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抓好招商引资中的突

出问题进行整治。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

良好营商环境，特别是法治环境。

二是激发教育系统和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力。要

将创新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从教育系统、

从课堂开始。把人工智能技术深入到教育教学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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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与数据财政改革新质生产力与数据财政改革
中央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白彦锋白彦锋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牛鼻子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尔滨主持召开

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指出，“积极培育

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

强发展新动能。”2023 年 12 月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

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不难看出，新质生

产力是党和国家在敏锐把握当前社会经济、特别是

科学技术前沿发展趋势基础上，对我国未来生产力

发展当中具有“一马当先”主要发展方面、具有牵引

驱动作用的矛盾主要方面的精准把握 ；也是在深刻

总结我国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

具体发展国情所作出的判断。在我国经济体量不断

增加的背景下，单纯依靠高投入粗放发展的模式难

以为继，在对资源环境造成巨大压力、资源和市场

对外依存度“双提升”的同时，经济发展当中也会遇

到“卡脖子”技术问题。为此，在新时代发展新质生

产力无疑就是抓住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牛鼻子。

财政应积极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财政运行和改革有何影响

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

分，我国财政运行必须因时而变、乘势而上，以适应

校管理全过程、全环节，要重视培育一大批具有数

字素养的教师和青年人才。加大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开展有组织科研创新，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发挥

创新资源整合作用，从而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

强的目标。

三是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动力与活力。加大薪

酬分配制度改革，鼓励和激发科教人才的创新动力。

建立起激发创新活力、知识价值导向、管理规范有

效、保障激励兼顾的科教人才薪酬制度。落实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薪酬制度改革试点的意见》。激发企业家创

新动力和活力。从供给和需求端共同发力促进经济

增长，给企业家信心，让企业敢把经费投入到研发

等长远发展的领域，提升市场创新动力。通过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用法律保护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

家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四是实现各类创新主体高效协同深度融合对新

质生产力发展领域的科技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

研组织、成果转化全链条整体部署，对政策、资金、

平台和人才等关键创新要素系统布局，一体化推进

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教育、科

技、人才融合发展，形成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高效协

同深入融合的创新体系。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

的重大领域，加大企业创新支持力度，积极鼓励、有

效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创新，发挥国资国企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骨干、带头作用，大力支持

创新、经验丰富的风险资本提供者参与到创新过程，

推动各类型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原创性、颠

覆性突破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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