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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重大的战略决策与理论创新，其紧扣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

题，有助于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生产力发展路径。 新质生产力不会轻易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锚

定目标、坚持不懈、久久为功，要下决心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优化生产关系，为驱动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动

力、释放活力，要持续扎实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高水平的市场体制，从根本上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

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进而催生新质生产力。 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高度重视突破性创新，也要不忽

视渐进性创新；既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与布局未来产业，又不能放弃传统产业；既要重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企业的主导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强化市场基础制度建

设，推进全国统一要素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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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调

研期间首次提出 “新质生产力” 这一重大概念。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作出

了进一步阐释，为加快科技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可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针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痛点与内在需求开出的一剂

“良药”，既是重大的战略决策，又是重大的理论创

新，对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内外环境、摆脱传统经济增

长方式、克服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等具有重要意义，有
助于从根本上推进高质量发展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的战略目标。
但新质生产力不会轻易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

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与挑战，尤其在推进科技创

新上，我国仍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目前，我国已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对要素投入驱动增长模式的

依赖仍比较强，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力、
土地等资源的成本不断上升，原有的比较优势逐步

丧失，同时以技术为核心的竞争优势总体上还没有

形成，加之逆全球化、中美博弈等因素的影响，我国

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 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

势，必须转换发展方式，以创新为主导，向创新要效

率，培育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

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对准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准确、全面、
系统地将新质生产力发展落到实处。 目前，新质生

产力成为一个热词，受到高度关注，培育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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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锚定目标、坚持不懈、持续努力。 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关键在于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它对培育

与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支撑作用，
能有效驱动创新，持续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

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进而持续催生新

质生产力，从根本上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应深刻把

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作

用机理，抓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牛鼻子”，更好支

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角度推进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

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正式发布，这是我国在推进高水平市场体制建设上

的重大决策与顶层设计，它对扩大内需、构建新发展

格局、提升经济发展自立自强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等都具有基础性的支撑作用。 在《意见》发布之

后，党的二十大报告又指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我国产业大而不强、生产力

水平不够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市场体制不够健全，
实现突破的关键在于建设高水平的市场体制。

应从两个方面把握新质生产力：一是以创新为

主导，尤其是科技创新，因为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

心要素；二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

径，通过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随着我国传统比较

优势的消减，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
须通过经济转型转变发展方式，培育增长新动能，提
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要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有创新做支撑，只有高水平、革
命性、突破性的创新才能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我国在科技创新与经济转型方面面临严峻挑

战。 从创新方面看，我国基础研究能力不足，原创性

成果较少，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较低，企业的创新能力

总体较弱，产业的技术含量总体不高，关键核心技术

比较缺乏，还存在较多“卡脖子”问题；美西方打压，
从外部获取技术要素的难度越来越大，对外研发合

作的空间受到挤压。 从转型方面看，产业结构不够

合理，产业层次总体偏低，高新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比重不高，低水平重复建设、产能过剩问题

严重，供给的质量与效率不高，全要素生产率、工业

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水平总体偏低。
长期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坚持不懈推动科技创

新与转型发展。 关于科技创新，１９９５ 年 ５ 月党中

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速科

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同
年 ９ 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该战略。 关

于转型发展，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经济增长方

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此后历年的国务院政

府工作报告基本都会对创新与转型发展作出专门论

述与部署。 在创新方面，从科教兴国战略到创新驱

动战略，再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我国一直将创新

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甚至核心位置，强调科技

创新对产业的支撑作用。 在转型发展方面，从产业

结构升级，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高质量发展，再
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我国始终重视谋划推动发

展方式实现根本转变。 我国在科技创新与转型发展

上的实践表明，新质生产力这样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与丰富的实践支撑，与科教兴

国、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创新型国家、供给侧改

革、新发展格局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是一脉相承的，是
长期理论与实践探索的提炼与结晶，是对现有理论

成果的传承、创新、发展与跃升，也是对现有实践经

验的总结、反思、延续与升级。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的研发投入持续增长，研发

经费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１２８５ 亿元增长到 ２０２３ 年的 ３３２７８
亿元，位居世界第二。 研发经费占 ＧＤＰ 的比重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０． ８％增长到 ２０２３ 年的 ２． ６４％ （详见表

１），投入强度已高于欧盟。 长期大规模的投入取得

了显著成果，我国的研发人员规模已居世界第一位，
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于世界前列。 在转型发展方面，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取得较快发展，部
分产业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一批大国重器不断涌

现。 企业研发投入从 ２００２ 年的 ５５％提升到 ２０２２ 年

的 ７９％（详见表 ２）。 一批优秀企业快速崛起。 这些

成就的取得，为生产力进一步“提档升级”打下了较

好基础，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底气所在。 中国用

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

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但国家的整体科技

水平离“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尚有不小的差距，关
键核心技术目前存在着诸多短板和“卡脖子”瓶颈，
这更加凸显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应清醒认识到，目前我国尚未从根本上摆脱对传统

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的依赖，制约科技创

新与转型发展的深层问题依然存在，发展新质生产

力面临艰巨挑战，必须下大力气聚焦突破一切深层

制约，健全市场体制机制，深化改革，进一步优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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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为驱动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动力、释
放活力。 要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认识其推动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加强战略思维，增
强战略定力。

表 １　 中国历年研发（Ｒ＆Ｄ）经费及其占 ＧＤＰ 的比重

年　 　 份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经费（亿元） １２８５ ２０６４ ２４５０ ３００３ ４６１６ ５８０２ ７０６３ ８６８７ １０２９８ １１８４７
占比（％） ０．８ １．０ １．３４ １．４２ １．４７ １．７０ １．７６ １．８４ １．９８ １．９９
年　 　 份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经费（亿元） １３０１６ １４１７０ １５６７７ １７６０６ １９６７８ ２２１４４ ２４３９３ ２７９５６ ３０７８３ ３３２７８
占比（％） ２．０２ ２．０６ ２．１１ ２．１３ ２．１４ ２．２４ ２．４１ ２．４３ ２．５４ ２．６４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表 ２　 中国历年企业研发（Ｒ＆Ｄ）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

年　 　 份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占比（％） ５５．０ ６０．１ ６５．７ ６７．０ ７０．４ ７１．７ ７１．７ ７１．７ ７３．９ ７４．４
年　 　 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占比（％） ７４．６ ７５．４ ７４．７ ７６．１ ７６．５ ７６．６ ７６．３ ７７．５ ７８．０ ７９．０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制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

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而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有助于从根本上推动技术实现革命性突破、生
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产业实现深度转型升级，进
而催生新质生产力。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新质生

产力发展起到基础性与根本性作用，应深刻认识与

把握其内在作用机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依
靠市场力量培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

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技术实现革命性

突破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是科技创新，但创新存

在着很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一项突破性技术往往

是在无数次尝试、失败、调整、再尝试、再失败的基础

上，反复循环、螺旋上升与持续积累的产物。 在创新

的道路上，何时会突破，能不能突破，在什么方向上

突破，是很难甚至无法计划与预见的，越是重大的革

命性突破越具有偶然性。 对这样高风险与高度不确

定性的活动必须要建立有效的动力机制，从而对各

类市场主体形成有效激励。 我国产业大而不强，缺
乏核心技术，企业总体上比较短视与浮躁，很难长期

聚焦、深耕、潜心于一个领域，缺乏不断试错、持续积

累的精神，不易形成核心竞争力，归根结底是企业创

新的有效激励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市场体制还

不够完善，地方保护、行业垄断、市场分割等问题比

较严重，抑制了企业的创新动力。 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有助于形成促进科技创新的微观动力机制，从
根本上解决创新的激励问题。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对科技创新，尤其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的作用是间接

的、潜在的、根本的、深层次的。 解决市场体制问题

才是解决科技创新动力问题的根本。
首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企业提供稳定的

预期，激励企业立足长远进行投资研发。 俗话说，有
恒产者有恒心。 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是全国统

一大市场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这会激励企业家以

更长远的思维选择研发方向，在投入方面保持更大

的战略定力与恒心。 越是革命性的技术突破，越是

需要长期的试错与积累，突破的那个点即是量的积

累到质的飞跃的关键点。 每一次突破，都经历了长

时间的投入、煎熬、失败与“冷板凳”。 如果没有健

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与稳定的市场预期，又如何

激励企业在精神与物质上进行长期的巨大投入与消

耗。 相信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进，企业功

利、短视的问题会逐步改善，会激励越来越多有情怀

与责任感的创新型企业涌现。
其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企业提供公平的

竞争环境，激励企业重视研发。 在公平竞争的环境

下，企业要赢得竞争，唯有努力挖掘用户的需求，认
真帮助用户解决问题，通过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

赢得市场。 而要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就必须重

视研发，通过研发为产品与服务赋能，打造自己的竞

争优势与核心竞争力。 无论在市场上处于什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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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企业都应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企业研发实现

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与飞跃。 公

平竞争的环境还会促进相关领域技术路径的优化，
通过市场竞争与筛选，让真正适应潮流的技术脱颖

而出。 比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存在着换电与快充、
高电压快充与高电流快充、直流充电与交流充电、三
元锂与磷酸铁锂等技术差别，对于这些问题不同企

业有不同的认识，也沿着不同的路径在发展。 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国家技术发展方向应由企业分

散决策，各企业相互竞争、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相互

赋能，最终在竞争中让好的技术脱颖而出，造福社

会，避免人为集中决策失误造成严重的后果。
最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激励创新提供了

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 除了产权保护与公平竞争，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还为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成长

空间，为创新投入获取丰厚回报提供了支撑与可能，
有助于吸引企业立足自主创新，培育核心竞争力。
而且，市场空间越大，对企业的吸引力越强，企业对

长期投入的动力、定力与忍耐力就越强，也就越有可

能实现量变到质变的突破。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还

有助于促进社会分工与协作，而分工与协作的进一

步发展对生产的社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必然

会推动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升［１］ 。 根据斯密定

理，分工的程度要受到市场范围大小的限制，如果市

场过小，就无法鼓励人们毕生专注于一项业务［２］ 。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进有助于激发企业的专业

化精神与分工协作精神，哪怕一个细分领域都可能

形成较大的市场规模，为企业提供了专注于某一个

细分领域的动力，这有利于激励大量“专精特新”企
业的发展，市场上也会出现大量的“专家型公司”与
“隐形冠军” ［３］ 。 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核心的战略

资源，是持续发展的底气所在。 我国超大规模的市

场对全球的先进生产要素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为我

国获取外部资源与开展全球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与巨大的机遇。
２．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生产要素实现创新

性配置

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转型升级，都以生产

要素的配置做支撑。 创新需要资源配置的支撑，需
要异质资源的结合。 异质资源的结合有利于加速科

技创新的进程，催生突破性的创新成果，孕育新兴甚

至未来产业。 近几年，蔡磊抗战渐冻症的事迹鼓舞

了无数人，在他的努力推动下，渐冻症药品研发的速

度提升了数十倍，为推动突破性的创新提供了极其

有益且深刻的启示。 蔡磊抗冻模式的核心就是整合

打通各类资源。 他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渐冻症病人数

据库，将病人资源、医疗资源、科学家资源、制药资

源、投资资源、公益资源等创造性地组合起来，将数

据供给医生、疾病研究人员、药品开发人员等，同时

尽可能链接全球范围的相关科学家。 随着影响力的

扩大，不断有新的资源加入到渐冻症的研究序列中。
蔡磊的抗冻故事生动地表明，将各类分散信息、要素

与资源整合起来，可以释放强大的创新能量，如何建

立有效的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机制，值得认

真思考。
随着全国统一要素和资源市场的建立，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可以从根本上破除资源

流动的壁垒，改善资源错配的状况，促进资源在更大

范围内低成本、高效、自由地流动，促进各类要素与

资源实现跨行业、跨领域、跨地区、跨边界的流通与

整合。 这有利于资源需求主体更加方便地搜寻、发
现、获取并整合资源，为异质资源结合提供了更多可

能，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异质资

源间的结合不仅可以催生更多的新技术，还可以形

成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 全国统一专业要素市场

的建设与完善，可以将一些碎片化的、不起眼的、闲
置的资源整合起来，将一些本身不具有价值的资源

整合成宝贵的生产要素。 以数据要素为例，大量的

碎片化数据与信息散落于不同的市场中，若是通过

要素市场将碎片化数据整合起来，就可以汇聚成为

重要的数据生产要素，其价值会实现指数级的上升。
渐冻症患者的数据是分散的，但当大量的患者数据

汇集起来，就成为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就会成为无价

之宝，为人类从中实现突破性的发现创造条件。
当然，并不是有了全国统一大市场，资源就能自

动地实现创造性组合。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为资

源创造性组合提供了土壤，促进企业家、科学家、工
程师等的创新精神结出丰硕的果实，为新质生产的

发展提供源头活水。
３．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促进产业深度转

型升级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从根本上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完善现代产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产业总体上大而不强，产业

结构仍不合理，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

径仍有较大依赖，存在大量低端产品的激烈竞争、高
端产品缺乏、质量和品牌有待提高的局面［４］ 。 供给

体系的质量与效率不够高，供需之间存在着较严重

６６

　 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



的结构错位。 一方面，供给对部分需求反应过度，盲
目投资，重复建设，形成过剩；另一方面，供给对部分

需求反应迟钝，缺乏创新，导致有效供给不足［５］ 。
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体制仍不够健

全，导致市场信号不能有效传递给供给侧，供给端不

能对市场需求做出有效反应。 要推动经济持续稳定

发展，必须下大力气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深度转

型升级，提升供给的质量与效率，完善市场体制。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形成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的微观动力机制，从根本上促进产业实现深度

转型升级。 产业转型升级在表现形式上，是不同产

业之间比例的变化，但本质上是供给效率的提升，根
本原因在于市场的信号能有效传递到供给侧，企业

能对市场需求做出有效的反应。 前文分析表明，全
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无论在公平竞争的机制上，还是

在超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上，都有助于企业树立长

远思维，专注解决研发问题，紧紧围绕需求加强研发

投入，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与竞争实力，不断满

足用户需求。 随着企业技术的突破、核心竞争力的

形成、竞争优势的建立等，企业逐步实现了转型升

级。 企业层面的深刻变化汇集到产业层面，推动产

业实现了深度转型升级，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

率实现了质的提升。 随着大量新技术的突破与应

用，将有效赋能传统产业，助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支撑布局未来产业，进而促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需要强调的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产业转

型提供了难得的市场条件，超大规模市场成为我国

发展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独特优势。 超大规模

市场为新技术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新技术一旦

成功应用便可以带来可观回报，为企业研发，尤其是

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了极强的激励，将有力促

进我国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壮大，有利于未来产业的

布局。 以新能源车为例，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迅速，在全球呈现领先态势，除了政府的大力

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超大规模的市场。 在新能

源汽车行业已相当“卷”，甚至多数企业出现亏损的

情况下，资本拥入的热情仍非常高涨，就是得益于我

国广阔的市场空间。 大量企业与投资的拥入，极大

地推动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进步与发展。

三、进一步的讨论：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有助于处理好三对关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高度重视突破性创新，同时

不能忽视渐进性创新；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与布局

未来产业，同时不能放弃传统产业，要重视改造提升

传统产业；要重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企业的主

导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基于种种原因，
社会大众对这三对关系的认识仍存在误区，存在将

两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情况。 实际上，这三

对关系相互依赖、相互支撑。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为处理好这三对关系提供了内在支撑，应深刻认识

与把握。
１．有助于处理好突破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的

关系

在关注突破性创新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作用的

同时，不应忽视渐进性创新的作用。 渐进性创新并

不意味着缺乏创新精神，绝不能轻视、贬低其价值。
突破性创新是大量试验、持续试错、长期积累的结

果，它是由渐进性创新累积而来的，实现了从量变到

质变的飞跃。 长期的努力对创新的催生效果绝不亚

于灵机一动［６］ 。 即使是基础研究中科学家头脑风

暴式的突破性发现，也是平时大量思考积累的结果，
所谓灵光乍现仅仅是表面现象，长期的努力与积累

才是本质。
因此，不能仅把注意力放在突破那个点本身上，

而应高度重视突破其背后的东西，尤其是要重视突

破前的探索与积累过程。 突破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

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不应将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

来。 突破性创新不是从天而降的，它离不开渐进性

创新的积累，要通过渐进性创新发现实现突破性创

新的机会，许多突破性创新的灵感是在渐进性创新

的道路上激发出来的［７］ 。 从表现形式上看，突破性

创新除了突破的那个点，绝大多数过程都表现为渐

进性创新。 多次的渐进性创新正是突破性创新的必

经过程，甚至可以理解成是突破性创新的组成部分。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突破性创新与渐进性创

新提供了纽带，会激励企业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高

水平的市场体制会激励企业进行渐进性创新，不断

试错、持续改进、持续迭代、点滴积累等是企业赢得

用户的法宝与正道。 同时，还会激励企业形成长期

思维，在长远核心竞争力导向下引领企业做好渐进

性创新，以形成更多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 大的科

技成果都是长期坐冷板凳的结果，高水平的市场体

制才能从根本上让企业静下心来。 完成渐进性创新

的积累，才能形成突破性创新。
渐进性创新反映脚踏实地、不走捷径、持之以恒

的重要精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激励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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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精神。 越是追求突破性创新的企业，越要坚持

做好渐进性的创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突破性创

新是渐进性创新的自然结果或副产品，长期的积累

是突破性创新的真谛。 当然，有时创新确实存在着

运气的成分，有些以突破性创新为目的企业，经过大

量的试验与改进，最终可能并没有取得突破。 突破

性创新是不容易发生的，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即使失

败了也为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后续创新或后

来人创新打下基础。 正因如此，才更需要强调健全

对这类创新的激励机制。 突破性创新的确需要有强

大的想象力做支撑，但想象力并不是胡思乱想。 它

建立在大量实践、持续学习的基础上，而渐进性创新

恰恰是建立这些的基础。 渐进创新还可以理解成是

一种学习过程，一种持续向环境学习、向过去学习、
向失败学习、向实践学习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渐
进性创新才是突破性创新的源头活水。 因此，应从

战略高度重视渐进性创新，用突破性创新的精神引

领渐进性创新。
需要说明的是，一个企业是否具有突破性创新

精神，不能从表面简单判断，那些经过大量试验与改

进但没有取得突破的企业，从表现上看是渐进性创

新的，但其本质上可能并非如此。 随着全国统一大

市场建设的推进，必然会激励越来越多的企业形成

突破性创新精神，同时也兼具渐进性创新精神，无需

判断一个企业到底属于哪类创新型企业，无论它在

表现形式上是什么。
２．有助于处理好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

产业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关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放弃传统产业，需要传统

产业的支撑与贡献。 尽管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代表

着发展的方向，是未来新的增长点，是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主阵地”，但传统产业仍是经济发展的重点，
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是一个过程，其体量短期内还

难以挑起带动经济增长的大梁。 发展好传统产业，
可以稳住经济的基本盘，避免大起大落，为产业转型

提供回旋空间，为新产业培育积累产业基础。
传统产业具有庞大的用户集群与丰富的应用场

景，但也存在着大量的痛点与问题，解决这些痛点、
问题有助于催生新技术、新产业，应用场景丰富的大

市场本身也为孕育新技术、新产业提供了基础条件。
因此，应重视传统产业的升级，这至少可以提升效率

与附加值，也可以提升技术水平，即使这样的提升本

身不能直接形成新质生产力，但也可以为新质生产

力的形成积累基础、创造条件。 某种程度上，没有传

统产业的积累与突破，新兴产业就缺乏扎实的根基，
也就难以形成支撑布局未来产业的想象力。

传统产业并不一定意味着低附加值、低竞争力，
肯德基、麦当劳、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安利、保洁等

世界级的品牌都是传统产业，都有很强的竞争力与

较高的附加值。 因此，关于传统产业的转型，不能简

单地将其视作“低端产业”而一味求快速退出［８］ 。
实际上，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大小与其所在产业并无

必然的关系，而是取决于其所处的价值链环节［９］ 。
对标这些传统产业的世界级品牌，我国大量的传统

产业通过品牌化、高端化、高附加值转型，仍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传统产业同样可以为经济发展带来新

动力。 在数字化时代，传统产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与

高新技术改造升级，本身可以大幅提升技术含量，也
可以催生出新业态、新模式，甚至新产业，传统产业

与高新技术产业的边界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模糊。 某

种意义上来说，所有产业都可以成为高新技术产业，
所有产业又都是传统产业。 传统产业也可以拥有高

新技术，成为高新技术产业。 一个产业如果不能持

续进步，今天的高新技术产业，明天可能就成为传统

产业。
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不立先破、盲目放弃

或忽视传统产业，也不能一哄而上，盲目上马所谓的

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并不一定意味着高竞

争力、高附加值。 要谨防地方之间盲目搞新质生产

力竞赛，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会造成资源浪费，
对形成真正的新质生产力没有任何帮助。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处理好三类产业之

间的关系，促进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协调

发展，助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高水平市场体

制与广阔的市场空间下，企业会根据市场需求与自

身实际情况分散进行探索与决策，减少与排除外部

干扰，理性思考短期生存与长远发展的关系。 企业

会根据市场实际决定自身发展方向。 企业的分散理

性决策汇聚起来会推动三类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促进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得到完善。

在产业发展方面，地方政府一直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政府的政策激励会对产业发展带来正面作用，
但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过去，新产业一旦起步，各
个企业很容易一哄而上、盲目投资，这与地方政府的

直接干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随着全国统一大

市场建设的推进，会激励企业最大限度地按市场信

号进行决策，排除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干扰，抵御不

符合市场规律的诱惑，进而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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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抑制冲动投资。
３．有助于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企业在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要发

挥好政府的作用。 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发展，
都离不开有为政府的赋能与推动。 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业之所以能快速健康发展，建立起优势地位，与政

府的战略眼光、战略定力、产业政策、配套支持、财政

补贴等是分不开的；我国在芯片等“卡脖子”领域的

突破，与政府推动形成的新型举国体制也是分不开

的。 这表明市场与政府发挥作用是不矛盾的，两者

之间完全可以相互支持、相互协同、相互赋能。 需要

强调的是，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为有效市场保驾护航。
有为政府的核心要义在于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

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提供保障［１０］ 。 在发展新质
生产力中政府要强化这个角色定位，尽可能减少对

创新与产业发展的直接干预。 如果市场不能在资源

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就无法更好地发挥作

用［１１］ ，应将市场是否有效作为衡量政府是否有为
的最重要的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当前政府作用的

模式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仍存在制约，需推动与新

质生产力发展相适配的创新型政府建设［１２］ 。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依靠市场力量，越是遇到

困难，越要有战略定力。 只有将市场力量真正调动

起来，才能形成源源不断的持续动力。 一些地方政

府迫不及待地干预市场，通过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影
响企业决策，这可能会在短期内迅速形成产能，推动

地方经济指标的快速改变，但并不能形成新质生产

力。 过去，我国一些产业遍地开花、地区间雷同的问

题比较严重，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与浪费。 在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必须着力改变这种状况。
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进，地方政府直

接干预经济的空间将被大大压缩，地方保护的动机

将受到有效抑制，将倒逼地方政府科学定位自身的

角色。 同时，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所有地方经济提供

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会激励地方政府改善营商环境，
赋能企业提升竞争力，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地方政

府为了提升产业与企业竞争力，会减少甚至放弃对

企业干预，支持企业按市场需求决策，促进形成新质

生产力。

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新质
生产力发展路径建议

　 　 在传统优势日益消减、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

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必须抓住新产业革命的机遇，提
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紧迫感。 但不能因为紧迫就慌

乱盲目，欲速则不达，资源错配、未立先破，这反而会

损害经济基本盘。 越是紧迫，越要扎实打好基础，坚
持长期主义，越要将重心放在长期导向的市场体制

建设与完善上，而不是搞短期刺激，低水平的大规模

重复投资“砸”不出新质生产力。 因此，要将全国统

一大市场建设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途径与着

力点，扎扎实实打好资源配置、科技创新、产业发展

的基础。
１．着力强化市场基础制度建设

通过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

争制度等，构建微观动力机制，把企业的积极性真正

调动起来。 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转型，都应在

公平竞争的前提下，由企业自主选择、分散决策、优
胜劣汰，通过竞争的洗礼让优秀者脱颖而出。 政府

的根本任务是为市场有效运行创造条件、保驾护航，
为市场主体赋能。 即使在一些需要运用举国体制进

行突破的领域，在政府发挥引导、牵头、协调、整合作

用的前提下，也要坚持市场化导向，最大化引入市场

机制，即在行政机制的框架下尽可能多地嵌入市场

机制，或者仍以市场机制为主，在市场框架下嵌入必

要的行政机制。
２．着力推进全国统一要素市场建设

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高效流动是实现创

新性配置的前提条件。 打通生产要素流动壁垒，就
能促进要素的创新性组合，要素的创新性组合会产

生“化学反应”，释放出惊人的能量。 相对于商品与

服务市场，我国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这既制约了

既有生产要素的配置，更制约了先进生产要素的培

育。 我国在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方面

的潜力远远没有释放出来，应加大各类专业要素市

场的建设力度，不仅要形成各类统一的专业要素市

场，还要让各类要素市场之间实现互联互通。
３．着力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

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

痛点，过去在产业发展中出现的盲目跟风、低水平同

质化发展等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地方政府的不当干

预有关。 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地方政府的作用

与支持，要通过改革，缓解地方博弈中个体理性与集

体理性间的矛盾，对地方政府形成有效激励。 推动

生产力实现质的提升，地方政府要转变思维、科学有

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尊重市场规律，变政策

洼地为改革高地，为企业赋能，培育具有当地特色与

９６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与路径研究



竞争优势的产业。

参考文献

［１］胡莹．劳动分工视角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路径研究［Ｊ］ ．改革与战

略，２０２４（２）：１－１３．
［２］亚当·斯密．国富论［Ｍ］．高格，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１８：

１１．
［３］徐礼伯，沈坤荣．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

［Ｊ］ ．经济问题，２０２２（８）：１－８．
［４］赵昌文，许召元，朱鸿鸣．工业化后期的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 Ｊ］ ．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５（６）：４４－５４．
［５］徐礼伯，钞小静，苏德金．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与中国产业结构

升级：基于钻石理论的视角［Ｊ］ ．江海学刊，２０１６（４）：７８－８５．
［６］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Ｍ］．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中

信出版社，２００７：６３．
［７］徐礼伯，沈坤荣．双重战略导向、创新模式组合与企业战略转型

［Ｊ］ ．江海学刊，２０１５（１）：８４－９１．
［８］刘典．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统筹的三组重要关系［ Ｊ］ ．技术

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２４（１）：１－７．
［９］徐礼伯，沈坤荣．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内在逻辑

与关键路径［Ｊ］ ．中州学刊，２０２３（２）：２４－３０．
［１０］沈坤荣，徐礼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有为政府及其与市场

关系优化［Ｊ］ ．经济问题，２０２３（１）：１－９．
［１１］李义平．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个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论

框架［Ｊ］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６（１１）：１３－２１．
［１２］邵传林．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府作用优化［ Ｊ］ ．金融市场研

究，２０２３（１２）：２９－４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Ｘｕ Ｌｉｂｏ　 　 Ｓｈｅｎ Ｋｕｎｒ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ｂｒｅａｋ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ａｎｃｈｏｒ ｇｏａｌｓ， ｐｅｒｓｅｖｅｒ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Ｗ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ｊｅｃｔ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ｄｒ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ｅ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ｓｏｌｉｄ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ｂｕｉｌｄ ａ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ｇｉｖｉｎｇ ｂｉｒｔｈ ｔｏ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ｅ ｍｕｓｔ ａｔｔａｃｈ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ｔ ｏｖｅｒｌｏｏｋ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ｍｕｓ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ｙ ｏｕ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ｂｕｔ ｗ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ａ⁃
ｂａｎｄｏ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ｔｔａｃｈ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ｂａｓ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责任编辑：刘　 一

０７

　 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