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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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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 

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以新质 

生产力塑造我国经济新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新动能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内容，既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又具有重大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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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

第 一 节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

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  

进生产力，通过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新质生产力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适  

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要求，以科技创新  

为核心驱动力，能够引领创造强大的发展动能。

一、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个要素。人是生产

力三要素中最活跃的，没有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跃升，没有一支与现代科技进        

步、现代产业发展相适应的高素质劳动者队伍，就无法形成新质生产力。更        

高科技含量的劳动资料是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出一

大批新科技和更智能、更高效、更低碳、更安全的新型生产工具，进一步解

放了劳动者，劳动复杂性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更广范围的劳         

动对象是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当前科技和产业前沿领域的探索，极大丰         

富了劳动对象的种类和形态，拓展了生产新边界，创造了生产新空间。

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 

象都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一、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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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通过对生产力各要素的高效利用，推动生产管理向平台化、网络

化和生态化转型，提升管理效率。

另一方面，通过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打破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

制，推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在市场机制作用   

下便捷化流动、网络化共享、系统化整合、协作化开发和高效化利用，让市场   

要素不断流向效率更高、效益更好的环节。

生产力各要素的高效率配置是实现生产力 

跃迁、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

一、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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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第 二 节



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创新的本质是“建立

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 

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 

入生产体系，进而创造出大量新兴产业，并通 

过刺激创新提升传统产业生产效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

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核心要素”。马克思认为：“各种经济时代 

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

》》二、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第一次产业革命以蒸汽机大规模使用为标志，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

化时代。第二次产业革命以电力技术和内燃机为标志，人类社会步入电气化时代

。电力技术和内燃机技术取代蒸汽动力技术成为新的技术经济模式，电力产业、  

通信产业、汽车产业、石油产业等开始迅速发展，取代纺织、钢铁产业成为主导  

产业。第三次产业革命以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标志，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  

时代，催生了计算机、半导体等支柱产业。能否掌握颠覆性的创新技术，决定了  

国家的兴衰成败。

社会生产力每次出现大的跃升，都对应着新技术对旧技术

的“创造性毁灭”

》》二、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也面临内部经济增速换挡、外

部打压遏制上升的局面。只有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    

术攻坚战，才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从技术层面看，关键核心技术

能够沿着技术创新链迅速带动产业创新，进而形成新质生产力。从产业层面看

,新技术形成的产业往往具有全新的工艺流程和新的装备，由此涌现出一批新    

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并促使传统产业经过改造发生质的变化。

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重点在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二、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第 三 节

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 

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

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从历史经验看，中国创造的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

展奇迹是通过改革开放调整生产关系，进而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的结果。我国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制度   

和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和有   

效市场两方面优势，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   

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区域间、企业间充分流动， 

大大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了生产力质的提升。

三、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一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形成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强创新政策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的统筹协调，通过强化自主创新能力  

开辟经济发展新赛道。创新政策实施需要与市场竞争机制相结合，不断优化  

资源配置效率。

1.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创   

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让各类优质要素

向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2 三、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二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优化资源配置带来

的经济增长不以增加要素投入为前提，重点是将现有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进   

行重新配置，通过将生产要素从低效率生产主体重新配置到高效率生产主体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激发劳   

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   

、人才的市场价值。

》》三、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第 四 节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着力点



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一方面需要不断

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实现跃升， 

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创新和改革，不断提升生产要 

素的配置效率。

》》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着力点



推动教育、科技、人才有效贯通、融合发展，打造与新质生产力

发展相匹配的新型劳动者队伍。

一是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

二是加强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

三是加快推动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加快科技成

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 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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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完善自由探索型和任务导向型科技项目分类评

价制度，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建立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 

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提高整个社会 

对原始创新的包容心、宽容度和承受力，积极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 

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

加快建设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优化创新环境

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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