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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与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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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纵观西方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是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人类历史上每一

次生产力的重大跃升都以一系列开创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为先导，因而科技创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

素。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新质生产力将取代传统生产力，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力量。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的生产力，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力的一次重

大跃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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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在宏观层面坚持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使二者协力推动科技创新；应在中观

层面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强发展新动能；应在微观层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创新主

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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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8世纪出现了蒸汽机等重大发明，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

类社会现代化历程”［1］  。以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主要特征，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形成了西方现代化的思想与理论体系。由于西方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一定

的成功，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然而，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

矛盾及其发展的历史规律，表明西方现代化并不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

察，马克思提出了关于现代化社会的思想。尽管现代化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它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一）西方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工业化与技术进步

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是从西方国家开始的，在二百多年的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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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的特征就是工业化带来的经济持续增长。可以说，西方现代化与工业化是紧密联系的。西方

现代化是由工业革命驱动的，每一次工业革命均推动了西方传统社会向工业化和都市化转型，最

终形成了以工业社会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的整体结构［2］。
18世纪 60年代，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为英国工业带来了机器化大生产方式，深刻

改变了英国国内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带动下，法国、美国、德国等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也相继爆发工业革命，进入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19世纪 60年代后期，人类社会迎

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的发现和广泛应用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使西方资本主义现代

化迈上了新的台阶，也使资本主义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更广泛的传播。19世纪 70年代后

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存在的矛盾加剧，资本主义世界频繁爆发经济危机，加速了生产

和资本集中，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二战结束后，第三次工

业革命爆发，人类在科技领域实现了又一次重大飞跃，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方

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出现了全球性现代化的大浪潮。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工业革

命累积的强大实力顺利完成了战后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恢复，出现经济持续增长的繁荣局面；另一

方面，第三世界国家在殖民体系瓦解后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学习的蓝本，逐渐加入世界现代化的

历史进程。

关于现代化研究的热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学者们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

同学科视角对现代化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现代化研究的核心是经济发

展。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如列维将衡量工业化的指标“非生物能源

与生物能源的比率”作为衡量现代化的标准［3］。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现代

化本质上就是以工业化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因而其主要研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进

而推动经济发展。刘易斯［4］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并存着以传统生产

方式为主的农业部门和以现代制造业为主的工业部门，应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使

二元经济结构逐渐消减，才能使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经济稳定增长。在他看来，现代化的过程就

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于传统农业部门扩张的过程。罗斯托［5］提出了经济成长的“五阶段”理论

（后补充为六阶段），认为人类社会发展都会经历这五个阶段。其中，起飞阶段是经济由落后到先

进的过渡阶段，也是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阶段，工业化是其最突出的特征，实现起飞后，经济

就可以实现自动持续增长。在他看来，社会发展变化是单线式的，任何社会都会经历同样的现代

化过程，既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起飞，那么落后国家只要沿着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去追赶，

就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进而实现现代化。

围绕经济增长这个现代化的核心命题，经济学家们展开了丰富的理论研究，从西方现代化的

道路中探索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刻画理想的经济增长模型、提炼和总结最能促进一国经济增长

的方法和路径。哈罗德和多马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强调资本

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6］，而 Solow［7］认为，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

入，技术进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创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表明，在长期中，技术进步才是经济

增长的源泉。Arrow［8］也认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在 Solow模型的基础上，将技术进

步内生化，提出了“干中学”模型。Romer［9］认为，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因而具有外溢效应，知

识的积累不仅能促进科技进步，而且能使劳动、资本等其他要素具有递增收益，因而长期经济增

长依靠的是知识的不断累积。

由此可见，随着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学家们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发现

了科技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也可以看到，科技进步是西

方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但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推动西方现代化只是现象层面的，从本质上来

看，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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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文本中的现代化：科学力量推动生产力变革

马克思在其论著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现代化”这一概念，但是早在西方现代化理论提出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已经阐述了其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他明确指

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0］ 10。特别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指

的“现代社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而是特指 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且生产方式的工业化

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本质特征。

关于现代化的动力，西方现代化理论将其归结于科学技术、观念思想、知识积累等因素，而

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得出，生产方式的变化才是社会形态变化的根本动力。首先，

在马克思看来，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人类的首要历史活动是“生产物

质生活本身”［11］ 531，唯有如此，人类才能生存，才能创造历史。随着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的生

产力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交换和消费也就产生了，更进一步地，社会制度、政治国家等也建立

于其上。因此，社会关系、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根源都在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其次，

马克思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将生产方式

的变革视为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准，他指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

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2］ 413。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机器大工

业为本质特征，为适应这种机器大工业的生产，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断集中，社会关系也不断现

代化。可见，在机器大工业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上，“现代生产关系”“现代生产方式”“现代工

业”“现代的经济关系”乃至“现代社会”才得以形成。再次，马克思强调了科学技术对生产方

式变革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3］ 188，“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

用的、革命的力量”［14］ 602。例如，英国正是在蒸汽机和加工机器的技术基础上引发了工业革命，

才推动了英国的现代化进程。“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 从而使资

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发生了革命。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转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

狂飙时期”［14］ 533。最后，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生产方式会不断发生变革，推动产生新的社会形

态。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做最后的形式”［10］ 560，
物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会推动产生新的社会形态，从而使政治、法律和文化等亦随之发生变化。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现代化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第二阶段则

是共产主义现代化阶段［15］。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灭亡是历史必然，人们必将在高度发达的生产

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向共产主义现代化阶段过渡。

（三）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是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

‘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1］ 533。在人类社会迈入现代化以前，

社会生产力水平长期低下且发展缓慢，直到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才

带来了人类生产力的一次质的飞跃。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

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16］。因此，工业革命

创造出的生产力是引领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是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尽管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呈现多样化的表现

形式，但就其本质而言，现代化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遵循着生产力发展的自我逻辑［17］。从西方

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可以看到，经济增长是各国迈入现代化的突出标志，而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

是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18］。
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落后的生产方式被新的生产工具和手段所取代［19］。18世纪蒸汽机的改

良和广泛应用使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推动人类社会逐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20世

纪四五十年代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实现了生产的自动化，引领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迈入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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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社会。可见，随着现代的、先进的生产力不断替代传统的、落后的生产力，人类社会逐渐走向

了现代化。

科技创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每一次生产力的重大跃升都以一系列开创性的科学发现

和技术突破为先导。生产力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首先，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以重大科

技创新为起点，新的科学技术对传统生产工具进行改良，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导致生产力发生量

变。其次，工业革命总是伴随科技革命出现，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实现生产力的质变，推动了社会

整体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珍妮纺纱机”的发明和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

机械力全面取代生物力，机器大生产推动生产效率极大提升；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器的发明和使

用为标志，大规模集中的生产使社会生产力水平跃上新的台阶；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电子计算机、

原子能、生物科技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信息技术革命推动形成了更先进的生产力。可以说，每

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都会加速旧的生产力体系瓦解和新的生产力体系形成。因此，现代化发

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特别是促进落后生产力向先进生产力转变和

发展的历史［20］。

二、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开辟了中国

式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一种模式，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生产力的

持续发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促进生产力水平提高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国民经济尚未恢复，全国上下百废待

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伟大探索。为了恢复社会生产力，推

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毛泽东同志提出“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工业化是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在学习和借鉴了苏联现代化模式的基础上，党中央制定了以大力发展重

工业为核心的“一五”计划，采取计划经济模式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时期，在苏联的援助

下，中国兴建了一大批大型工业企业，优先发展重工业，依托 156个重点项目开展了大规模的经

济建设。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建设齐头并进，党中央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

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6年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

1954年，党中央首次提出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然而，

到了“一五”计划后期，随着苏联现代化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以及中苏关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

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地走适合中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道路。1957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

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1］，把“现代科学文化”纳入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构想中，

体现出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1963年，毛泽东同志再次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

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22］  。可见，科学技术发展对提高社会生产

力的重要性。在 1964年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

的指示，正式宣布“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

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23］。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以“四个现代化”为目标，尤其以发展重工业为着力点，进行

了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国人民自力更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

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24］ 167。尽管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但中国成功建立起了比较完整

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一时期，中国迅速完成了不同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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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模式的工业化原始积累，走出了适合自身国情的工业化道路［25］。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

中国主要工业制成品产量增长惊人。1949年中国钢产量仅有 15. 8万吨，经过不到三十年的重工

业发展，1978年中国钢产量突破了 3 000万吨，跃居全球第五位。中国工业化建设取得了显著的

成效，1952年中国工业产值仅有 119. 8亿元，到 1977年已经达到了 1 372. 4亿元，且工业对国民

经济的贡献率也大幅提升，占GDP的比重从 1952年的 17. 6%上升至 1977年的 42. 9%。工业化提

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1952—1978年，中国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农业机械总动力由 25万马力

增至 15 975万马力，机械耕种面积由 13. 6万公顷增至 4 067万公顷。1978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八

产油大国，粮食产量位居世界第二，棉花产量位居世界第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主要依靠

优先发展重工业推动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改革开放后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仍处于较低水平，由于底子薄，中

国依然是世界上较为贫穷的国家之一。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吸取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现代化建设教训，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同志首

次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4］ 163。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把中国“建设

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6］的总目标，并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而要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要依靠科学技术，他也反复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7］，“四个现

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4］ 86。
1978年以后，中国改变了长期实施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转为依靠经济体制改革推动

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推动了农

业生产力的提高。在城市，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逐步在全国各领域推

开。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打破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个体经济、

私营经济从无到有，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非公有制经济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适应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分配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为了更好地激发劳动者生产的

积极性，党中央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提出“缴够国家

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充分调动了各

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生产力迅速发展。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快车

道”。总体来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制度保障，成功带动了

中国经济的腾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是

这一阶段现代化建设的突出特征。1978—2012年，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达

到 10%。从经济总量上来看，中国 GDP 连上新台阶，2000 年突破 10 万亿元大关，2012 年达到

53. 7万亿元。进入 21世纪以来，中国先后赶超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从产业结构上来看，中国实现了从主要由工业拉动向由三产协调拉动的优化转型，逐渐从要

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三大产业增加值从 1978年的 27. 7%、47. 7%和 24. 6%转

变为 2012年的 9. 1%、45. 4% 和 45. 5%，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中，

中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1995—2012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从两

万多项增长至65万多项，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从100. 91亿美元增长至6 011. 7亿美元。科技创新成

果不断涌现，如超级杂交水稻的成功培育，“神舟系列”飞船的成功发射，自主研发的高铁频频

刷新世界纪录，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研制成功等，一大批重大创新成果跻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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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前列。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究其根源在于经

济体制改革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有力的制度条件，科技创新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愈发

突出。

（三）新时代以来坚持创新驱动生产力持续升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了中高速增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历

史阶段。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

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8］。因此，新时代以来，中国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生产力

的持续升级开拓空间，以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化建设。立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十九

大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战略支撑”［29］。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中央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两步走”的战略安

排。党的十二大全面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的历史征程。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改革也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

要依靠投资和出口，走的是外延型、粗放型增长模式，而随着工业化即将完成，出口和投资对经

济增长的驱动力逐渐弱化，中国必须转向依靠创新为主的内涵型增长模式。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针对产能

过剩、库存积压、杠杆率攀升等问题，党中央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去产能、去库存、去

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而破除了束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推动各行各业向技术进步

方向转型升级。中国坚持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动员各类创新主体和创新要素

投入创新研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

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30］ 13。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中国产业结构不

断升级，工业化与信息化加速融合。工业互联网广泛运用于钢铁、石油和机械等传统产业，制造

业整体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工业和出口中的比重

不断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

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31］。中国已经成

为了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也是

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达到 6. 3%，2020年国内生产总

值首次突破了 100万亿元大关，经济实力实现了历史性跃升。2021年，中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

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问题，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阶段性成功。在这些经济

发展成就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则来自于

科技创新。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新兴产业不断发展，生产力持续升级。2012—2022年，中国

高技术制造业年均率达到 11. 3%。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下，中国取得了丰硕的创新成果，

“天眼”探空、“蛟龙”入海、“墨子”传信、“北斗”组网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人工智能、

5G通信技术、光电芯片技术等智能化技术引领全球，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加速向前，助力中国实

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和必然选择

回顾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科

技创新始终是推动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关键因素。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变

革、大调整的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2023年 9月 7日，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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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持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他指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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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

生的生产力［33］。新质生产力的产生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是在传统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

的一次生产力的跃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一）理论逻辑：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范畴。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

然时从事实践活动的生产能力”［34］。生产力是由很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

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

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0］ 53。可以看到，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概念，其基本要素是劳动

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另外，自然、管理和科技等要素在生产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还把协作作为生产力的要素，指出“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社会的

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10］ 382。
马克思尤其重视科学技术及其运用，认为科学技术属于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强调，

“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3］ 188。首先，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不仅以物质形态存在，而且以知识

形态存在，自然科学就是以知识形态为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也可以直接参与生产过

程，成为直接生产力，其主要通过转化为劳动者的劳动技能，物化为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方式

实现。正如马克思所说，“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

直接的生产力”［12］ 102。其次，根据对工业革命的深入考察，马克思揭示了科学技术对人们的生产

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改变并指出自然科学和现代科技正“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

活，改造人的生活”［11］ 193，“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0］ 698。恩

格斯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4］ 602。
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生产力是会发展和变化的，且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基

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

况” ［11］ 533。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态，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时，就会

出现矛盾，引发社会形态的变迁。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形态发展的根

本动力。这一规律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遵循，新质生产力正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

动中产生的。

新质生产力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同新时代中国生产力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首先，新质生产力的产生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

运动规律。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生产力无法突破技术制约继续提供

经济发展的动能，而随着中国在大数据、人工智能、5G通信、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领域不断

取得颠覆性技术突破，新质生产力应运而生。并且，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重

塑，围绕创新驱动推进体制机制变革，使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新质生

产力继承了马克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观点，更加强调科技创新为引领，突出技术、信息

和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科技创新作为一种渗透性要素，是

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动力，必须融入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并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科技与传统生

产要素的融合可以进一步提升劳动者的技术水平、丰富劳动资料的内容、扩大劳动对象的范围，

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最后，新质生产力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将协作视为生产力要素

的观点，强调对科技创新资源的整合，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科技创新固然是新质生产

力的核心，但资源的整合协作也是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通过对信息、设备等科技创新资源的

优化整合，可实现科技创新成本的降低和科技创新效率的提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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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逻辑：新质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跃升

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的生产力会不

断取代旧的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每一次新生产力的跃升都以传统生产力

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基础和条件，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下新的生产力终将被未来更新的生产力

所取代。罗雪尔［36］ 15提出，历史上社会生产力主要受到自然、劳动和资本三种因素的支配，正

是这三种因素决定了历史发展中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自然生产力为主导。在原始社会，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无论是狩猎、采集，还

是原始农业和畜牧业都依赖于自然环境。农业革命的发生使人类能够更好地适应和改造自然环

境，打破了原始社会末期人类生存的自然界限。在农业社会，人们逐渐开始利用畜力、风力和水

力等自然生产力进行生产活动，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得到显著提升。整体来说，从原始社会一直到

封建社会中期，社会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自然生产力。

第二阶段以劳动生产力为主导。在中世纪中期以后，劳动生产力逐渐取代自然生产力，成为

占支配地位的发展动力。配第最早提出“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观点，将商品价值的源泉归于劳

动，随后，斯密和李嘉图深入研究和发展了劳动价值论，明确了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劳动价值

论深刻反映了在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社会中，劳动对社会财富创造的重要性。在这一阶段，劳

动生产力成为人类社会主导的生产力，标志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实现的一次巨大跨越。

第三阶段以资本生产力为主导。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后，人类步入了现代化社会，资本取代

劳动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资本将彼此分开的自然和劳动结合在一起，使

它们共同发挥作用” ［36］ 18。在资本逐利性的驱使下，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被充分调动，

社会财富被不断创造，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不断积聚和集中，

形成了垄断资本，更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一阶段，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影响生产

力的一种要素，但尚未成为主导因素。

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罗雪尔只看到了上述三个阶段的生产力特征，但历史的脚步是不断前

进的，后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引导人类社会走向了以科技生产力为主导的第四

阶段。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科学技术迭代加速，新的科技发明层出不穷，不断颠覆着传统的生产

方式，推动着产业的变革。电力、内燃机、计算机、原子能等的发明发现和广泛应用使人类社会

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高度都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科技生产力已然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

力量，是推动现代化的主要动力。

当下，新质生产力已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初步形成，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跃升，人

类社会将进入以新质生产力为主导的新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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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其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在科学把握和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基础上，新质

生产力摆脱了传统经济的增长方式，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

看，新质生产力将取代传统生产力，成为推动现代化的主要力量。因此，新质生产力必然成为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

（三）现实逻辑：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31］。近年

来，中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日益显现，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然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错综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

素还大量存在。从外部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

结构。西方发达国家加速推进产业链的“去中国化”，企图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脱钩，在

一些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领域将中国排除在外。从内部来看，工业化的传统发展模式导致高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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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和高碳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不具有可持续性。过去中国依靠资源投入为

主的产业体系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增长新动力。中国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

并存的关键期，亟须创新增长方式，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

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技术的大规模发展与广

泛应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速迭代，为生产力的跃迁提供了技术支持，使新质

生产力的形成成为可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孕育的新

机遇，勇于开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37］。从现实条件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中国把握发

展新机遇、培育竞争新优势、蓄积发展新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支撑。高质量发展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新质生产力。因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第一，新质生产力以关键性和颠覆性技术突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原动力。随着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兴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从要素驱动的粗放型增长转向以创新驱动的集约型增

长。新质生产力包含的关键性、颠覆性创新突破能够顺应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突破技术“卡

脖子”难题，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产出质量和数量。

第二，新质生产力通过生产要素升级和培育新型生产要素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伴

随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智化技术在各行各业得到广泛应用，传统生产要素与数智化技术的融

合使传统生产要素的质量得到极大提升，从而提高产出效率，促进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在数

字技术快速迭代和强力催化下，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数智化人力资本的形

成和发展，成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

动力。

第三，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业态不断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主体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载体，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也最先体现在这些产业上。随着现代化

的发展，中国产业结构将逐渐走向高端化，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国

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正是以知识技术密集度高、产业链条长为突出特

点，具有带动整个产业体系效益提升的潜力，因而能够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力量。

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路径：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生产力的跃迁，是突破发展制约点、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要遵循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培育竞争新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不竭动力。

（一）坚持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协力推动科技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辉煌的经济发展成就，

可以说，市场和政府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

程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也必须相应进行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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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因此，在培育和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宏观上必须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

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与政府协同助力科技创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第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必须尊重市场规律，使企业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不断迸

发活力和创造力。在原始创新的初始阶段，重大的原创性认识突破主要依靠自由探索式的科研活

动。这类科研活动处于具有较强不确定性的前沿技术领域，需要大量企业在市场的激励下不断试

错、相互竞争，难以通过政府作用进行规划设计，而市场依靠价格、供求、竞争机制，在资源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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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促进效率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因此，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

生产力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动员各类市场主体自由、公平地参与竞争和探索，在市

场规律中实现科技创新的优胜劣汰。在原始创新的初始阶段，政府的主要作用应是为各种创新资

源的结合以及市场主体的竞争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更多地发挥倡导、保护和鼓励的作用。

第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依靠政府引领，推动重大基础性、关键性技术的研发攻

关。在新领域、新赛道上进行重大技术攻关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具有研发周期长、收益见效慢、

风险大和不确定性高的特点。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般私营企业没有动力和能力投入此类科研

活动。因此，必须依靠政府，展开有组织的研发攻关。一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引导科研方向。政

府在组织协调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强原创性研究和基础研究

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通过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引导企业的科研方向。尤其是对于原创性研究

的重点领域和重点方向，政府需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资源倾斜等方式加大力度予以支

持。二是要加大研发人才的培养力度，保障人才供给。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最关

键的要素。因此，在人才培养方面，政府需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

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38］。同时，也要建立和完善人

才激励机制，对承担基础性、关键性、战略性重大攻关项目研发的科技人才予以充分的物质和精

神奖励，这样才能保障创新型人才队伍的持续壮大。

（二）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强发展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

成新质生产力”［39］。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载体。积极培育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是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要通过科技创新加快产业

创新，以产业现代化转型升级增强发展新动能，构筑竞争新优势。

第一，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重大前沿技术突

破为核心，以国家重大发展需求为导向，代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各国经济

发展竞争的关键领域，也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的知识技术密集度

高、产业链条长的突出特点，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

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和海洋装备等行业。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是要加快自主

创新体系建设，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合，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制高点，构筑竞争新优势。二是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坚持

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健全产业集群组织、管理和规制，培育产业特色鲜明、产

业链条完备、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在此基础上，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跨领

域、跨产业、跨集群深度融合，形成强大的合力。三是构建新型平台基础设施，防止低水平重复

建设。加快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平台基础设施建设，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更便

利的方式将科技创新成果扩散并应用于相关产业，避免因信息不畅通而造成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第二，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为了使新质生产力有持久的发展动力，就必须立足当前，前瞻谋划未来产业。目前，中国传

统产业面临诸多困境，市场竞争激烈、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制约了中国式现代化的

发展，亟须发掘新的增长动力，开辟新领域和新赛道，抢占未来竞争的制高点。“十四五”规划

纲要提出，要“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

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30］ 28。数

字时代的科技创新迭代迅速，对当下而言是未来产业的产业，其可能在几十年后会成为经济发展

的支柱产业，谋划未来产业就是在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储备源源不断的动能。与战略性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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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未来产业发展成熟度相对较低，产业成长不确定性更大，培育周期也更长。因此，布局未

来产业更加需要政府前瞻性地统筹规划和正确引导。尽管培育未来产业难度高、风险大，但是在

未来产业这条新赛道上，世界各国都处于同一起跑线，未来产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谁能抓住未

来产业的发展机遇，谁就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成为世界现代化的领跑者。因此，未来产业将是

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实现“换道超车”的主阵地。

（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

任何一种生产力的革新在微观上都需要通过承载主体来实现。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

导的生产力，而企业是创新的重要微观主体。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企业作为主

体的支撑。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9］，意味着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打破创新

主体单一的格局，使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产业链、科研攻关等领域分工协作，充分发挥各类企

业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国有企业占据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应当发挥创新引领的示范作用。国有企业是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主力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是国有企业肩负的重要使命与责任。近年来，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航空航天、深海探测、5G网络、高速铁路、集成电路等领域已经取得了一系

列的重大创新成果，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仍然面临诸多关键核心技术“卡脖

子”的问题。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要立足于国家战略的功能

定位与使命要求，推动国有企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关键领域集中，集中优质资源开

展原始创新，在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方面发挥创新引领的作用。二是要深化创新体制机制改

革，优化创新模式，在加大研发投入的基础上，提高投资和创新的有效性，充分发挥国有企业资

金实力强大、研发基础雄厚、技术人才聚集等优势，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和技术变革的重要力量，要充分释放创新活力。民营企业具有较强的创

新能力和市场敏感性，能够更好地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近年来，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不断增加、专利产出数量不断增长、新产品开发效益不断提高，在

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先锋作用越发突出。如今，中国 70%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来自于民营企业，

因而不断激发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将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一是应破除制约民营企

业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各类制度障碍，激发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加强对民营企业创新的风险投资

等金融支持，建立完善的政策协调机制，降低企业创新的风险，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的意愿。进一

步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使民营企业能够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二是引导民营企业围绕国家需求

开展技术创新，推动关键领域的产业升级。民营企业具有较高的创新性和敏捷性，反应速度快，

决策链条短，能够更快地适应市场需求和技术变革。集中民营企业的创新力量投入关键技术攻

关，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三是鼓励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民营企业的科技创

新能力。数字经济的发展拓宽了科技创新的发展空间、提高了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40］。推

动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企业间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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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ew Driving Force and New Path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ZHOU Wen1，2, HE Yu-qi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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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the 18th century, there were major inventions such as the steam engine, which led to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human society. With the deepening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economists have found tha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Based on his observations of capitalist society, Marx also 
expressed his thoughts on modernization. Material means of production is the final decisive for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so 
the change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i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of the change of social form. In addition, technology is 
the key factor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mode. Although the modernization modes of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different,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is the common feature of modernization.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has been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always been a key factor in enhancing social productivity. 
With the emergence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ill replace tradition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the productive forces led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achieve key and subversive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In theory, it is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Marxist 
productivity theory, and in essence, it is another major leap in social productivity. Developing new productive forces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and important focus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refore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a new driving force and a new path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At the macro level,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he market and the government. 
We must respect the laws of the market, so that enterprises can continue to unleash vitality and creativity, and rely on the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 R&D of major basic and key technologies. At the medium level,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should be fostered to enhance new growth drivers. At the micro level,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two unswervinglys” and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various innovative subject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ccupy key industries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should play an exemplary role in leading innovation.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an important forc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hange, and they should fully unleash the vitality of 
innovation.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hinese modernization； Western modernization；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innovation‑dr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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