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转变过程
  

 



传统生产力的定义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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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投入
• 生产效率相对较低，但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定义：传统生产力是指以体力劳动和简单工具为基础的生产能力

• 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生产效率受到土地、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限制
• 手工业：以手工艺为主，生产效率受到技术水平和个人技能的制约
• 初级工业生产：以简单机械制造为主，生产效率受到原材料和能源的限制

表现形式：传统生产力主要包括农业、手工业和初级的工业生产

传统生产力的定义及表现形式



特点：
• 生产力水平较低：受限于原始的技术手段和自然资源
• 生产方式落后：生产过程以手工为主，生产效率低下
• 产品附加值低：产品多为基本生活用品，附加值不高

局限性：
• 资源消耗大：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强，容易导致资源枯竭
• 环境污染严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破坏
• 难以持续发展：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传统生产力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传统生产力的主要特点及其局限性



经济增长：传统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农业文明和工
业文明的兴起

• 农业的繁荣为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提
供了基础
• 工业的兴起推动了技术革新和生产效
率的提升

社会进步：传统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
们的生活水平

•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得食物供应更加
充足，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 工业生产的普及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
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水平

传统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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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新质生产力是指以创新、智能化、绿色化为核心的生产能力
• 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推动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和绿色化
• 以人才资源为核心，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和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

重要性：
•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 增强国家竞争力：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国家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
• 促进可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重要性



• 创新性：不断追求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
• 智能化：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 绿色化：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

特征：

• 提高生产效率：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提高生产效率
• 优化资源配置：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降低生产成本
• 增强市场竞争力：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

优势：

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及其优势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有助
于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经

济增长质量

增强国际竞争力：新质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助
于提升国家在全球产业
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

促进可持续发展：新质
生产力注重环境保护和
资源节约，有利于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



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转变的背景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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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挑战

01 全球化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竞争日益激烈

02 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对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03 资源约束与发展压力：全球资源日益紧缺，环境承载能力有限，传统生产力难以满足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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