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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的要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

务。新质生产力是通过充分整合科技创新和现有产业基础,推动提升要素治理和资源配置效

率的先进生产力。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既要从根脉与魂脉

的 “注解”中理解其理论内涵,又要从时代与使命的 “召唤”中透视发展的价值指向,还要

从 “何以可能”与 “何以可为”之问的现实回应中明晰构建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更要把握

走向公平与效率高度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历程。面临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和迈向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加快构建新

质生产力的指标体系,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一定的启发,也为实现现代化强

国的历史性变革和系统性重塑指明方向。
[作者简介] 曹东勃,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教授;蔡煜,上

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433)。

引 言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最革命的要素,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领域的进步

和创新成为生产力发展最受关注的方面。从亚当·斯密开始,索洛、熊彼特、马克思等西方学者将技

术进步和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世界经济持续不断发展的动力源自创新。很多后发现代化

国家生产力发展缓慢,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科技的停滞不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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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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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23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也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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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新质生产力”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理论界的极大关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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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重大理论问题研究”(项目号:22&ZD033)
的阶段性成果。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年9月10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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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更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关

于生产力的认识实现了又一次飞跃。
在当前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变革时代,怎样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如何测度新质生

产力发展水平,成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与

我国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交汇期,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而持续推动生产力跃迁、实现生产力

平衡充分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而在充分理解和

把握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的理论逻辑基础上,构建一个内涵信息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创新生产力等

相关内容的指标体系,能够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一定的启发。

一、关键概念及文献回顾

前古典和古典经济学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培育,以及由此展开的生产要素的溯源分析。在欧洲各民

族国家逐渐形成且战乱频仍、特别是拿破仑战争前后所导致的经济萧条之中,极尽一切努力去推高生

产可能性边界、扩大生产力,是彼时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他们普遍认为,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

的主要特征。法国经济学家魁奈提出了 “生产力”的概念,人口众多,财富积累,会促进生产力很好

的发展①,他进而将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与多种方式的不同组合作为生产力的主要内容。亚当·斯密

则敏锐注意到分工的出现对大幅增进劳动生产力居功至伟。②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数量、财富数量的

增加,智力水平的提高,分工协作等都能提高生产力。
大多数关注经济增长的学者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熊彼特通过企业

家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创新来解释经济社会的发展。③ 索洛认为技术进步能够促进自然增长

率④,并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做了定量测算⑤ (即余值法)。李斯特判断,“科技与工业相

结合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⑥,“促进技术改进,从而提高国家繁荣程度”⑦。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生产力就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而 “生产力中也包括

科学”⑧。当前,国内学界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相关研究还刚刚起步。在理论

上,既有对新质生产力内涵概念、特征、理论逻辑和形成思路⑨的辨析,又有对其部分领域如信息

生产力、绿色生产力等相关研究。早在2006年,周延云、李琪就提出生产力的新质态,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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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弗朗西斯·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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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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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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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海芳:《信息生产力: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形态》,《江汉论坛》2008年第1期。
李克华:《论绿色生产力》,《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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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已不仅仅是简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体,而是建立在新兴生产力

之上的更加复杂、更加全面的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① 庞瑞芝等为了与传统的生产力评估相区别,将

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纳入工业增长评估框架的生产力定义为 “新型工业化”生产力。② 张永林提出了

智能创新生产力理论,揭示和研究了智能创新对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作用。③ 周文等提出了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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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重点关注了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④
总体上看,对于生产力指标体系的构建、价值评价维度的量化研究还比较少见。现有的相关

研究大致可分三类:其一,部分学者构建了传统生产力的综合指标体系⑤⑥⑦⑧⑨,对后续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但此类研究由于时间较早,难免缺少宏大的历史与现实的视野,在 “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这一维度上也着力不够,同时也无法满足绿色发展、创新发展等新发展理念的新要求。其二,
部分学者对生产力的具体领域做了指标体系的构建,但此类研究的遗憾之处在于未能对实现现代

化这一目标进行综合考量。有相关研究专门针对制度生产力、信息生产力、农业生产力以及

绿色生产力等方面的指标体系构建做了有益探索,这些研究针对教育水平、投入水平、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信息技术、经济水平等方面进行详细探讨,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

考。其三,还有学者初步构建了创新生态的评价指标体系,但此类研究只是针对生产力发展的外

部环境进行相关价值评价指标的构建,对内生力量科技创新所推动生产力尚未做出针对性的构建

研究。与此同时,“中国创新指数”“科技创新发展指数”“金融科技发展指数”等成果也随着中国

科技水平的提升而不断出现,因此,要坚持技术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深度融合,还需要理论界做出

新的努力。
总之,加快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是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前提,要系统性地

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全面认识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所内含的能动作用和

积极影响,要求我们把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指标体系构建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化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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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

把握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既需要基于科学的理论指导,也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浸润,从时代与使命的 “召唤”中透视发展的价值指向,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新质生产力

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原则,既是对其 “何以可能”与 “何以可为”的现实回应,也为构建新质生产力指

标体系提出了根本要求,不仅彰显创新的核心地位,也突显人民至上的理念。通由探索历程,明晰不

同发展阶段的战略新定位,以围绕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实践谋划生产力的相关布局,聚焦现阶段

科技发展水平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现历史性、人民性、发展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一)理论内涵:根脉与魂脉的 “注解”
其一,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需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

根本超越和突出特点,体现在以唯物史观视角观照社会现实。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指具有劳动能力

的人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生产力理论。它以生产要素的更新和生产力的升级为特征,也包含着未来新型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社

会新形态的发展。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内含着如下重要结论:一是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

力发展的重要动力。二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是以科技为中心的生产

力可以推动世界历史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以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为

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未来新社会的创建要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①,“人们所达

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②。马克思在 《哲学的贫困》中进一步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

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

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③。显然,“新生产力”作为推动新社会关系的重要动力,同时也

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也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相契合。新质生产力作

为新发展理念指导下成长起来的生产力,自然以创新性为第一特质,同时兼具协调性、绿色性、共享

性和开放性的特质。④ 其一,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手段和社会革命的力量,“生产力发展和科

技进步中蕴含着巨大的革命力量”⑤。其二,发展的过程体现为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协调协同。马克

思关于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保持一定比例关系的重要论断、《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消除城乡区域差别

的设想,都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协同性的高度重视。其三,科学技术是把 “自然

力”转化为 “生产力”的重要物质力量。《资本论》中早有阐明:“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

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 (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

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

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⑥ 而这个 “决定性的意义”,正昭示了绿色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社会较

高发展阶段的重要意义。其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图景始终是开放的。他特别强调:“各民族之间的

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

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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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33、6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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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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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 (例如,开垦

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①。由此可见,任何新生产力对于新产业革命具有进一步发展的

可能性,也突显了开放创新、积极融入世界创新网络的前景。其五,共享的终极指向恰与共产主义的

理想世界相契。“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②,由此进一步设想,
未来社会 “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③ “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④。新质生产

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路径是以新质生产力实现包括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内的中国式现代

化。⑤ 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必然

要求和必要条件。
其二,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需要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高度重视和挖掘经

济发展背后的文化基础、人文底蕴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支撑,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共同关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专门提出:
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⑥ “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论语·卫灵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 “器”的辩证观念,本身就蕴含着利用和改进技

术工具以作为发展的重要前提的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内含着丰厚的创新思想,“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礼记·大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传·系辞传》(下)“周虽旧邦,其命维

新”《诗经·大雅·文王》。“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易传·系辞传》(上),都充分体现了创

新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更是社会发展的价值指向,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

蕴含着对信息的独到理解。从象形文字的发明到烽火作为信号,在时间空间上提升了传达讯息的效

率。进入工业文明之后,面对铁路和电报带来的新的文化信息⑦,象征生产力水平的信息传递速度不

断加快,信息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体现着浓郁的生

态意蕴。庄子提出 “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周易》有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的言

说。在这种系统观念下,各个发展要素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家之间是一体发展、和合共生的共同

体。实质上,把握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归根结底是把握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梁漱溟

认为,“马克思主义说生产力为最高动因。这所以使生产力发展可钝可利的在哪里呢?
 

还在人类的精

神方面”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独特的中国基因,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的构建描绘了中华文化

的底色。通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的构建相结合,有利于深刻把握其内在的价

值指向和形成方式,从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新质生产力理论与实践持续发展的精神力量,为党的生产

力理论创新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
(二)价值指向:时代与使命的 “召唤”
第一,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的构建是顺应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需要,为中国式现代化积蓄动力。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其对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密不可分,但其自身固有的矛盾制约科学发展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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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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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的进程,最终陷入 “使人文明起来,又使人类没落下去”的困局。资本主义的创新是熊彼特所概

括的 “创造性毁灭”的方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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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但也因其自身的生产方式及其必然走向垄断和

战争的后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与阶级对立。社会主义要走出一条决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

路,中国要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更加注重发挥好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推动作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意义重大。“未来新社会的创建要以生产

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能不能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关键看科技自立自强”③。“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④
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必然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这就需要在战略型新兴产业和

未来产业上深耕。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正顺应了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
第二,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回应时代命题的需要,是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支撑。马克思指

出,“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
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⑤全球经济和创新版图正在重构,未来社会的竞争是核心科技

的竞争,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要想在全球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需要及时跟踪世界

科技前沿,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中寻找自身薄弱环节和差距,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把

握国际国内两个环境,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是回应时代命题的需要,也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保障。在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要切实把握时代

发展和国情变化,集中体现主体性和发展性,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

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三)基本原则:“何以可能”与 “何以可为”之问的回应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能,既包括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又涵盖

了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保护生态环境等民生领域。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

实国情和时代发展面临的现实课题。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政绩观,坚持人

民至上,坚持以创新为核心,是指标体系构建需要把握的原则,也是对新质生产力何以可能与何以可

为的现实回应。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一方面,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马克思主义认

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

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⑥发展是党执

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奋斗,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

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新篇章。另一方面,发展先进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要求。《共产党宣言》
中提出,“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⑦。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
要 “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⑧。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可以确保我国经济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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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方向发展。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新质生产力的评价目标、基本要求和发展方向。
第二,坚持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

观。”①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完全契合 “科技向善,科技为民”的理念,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高

质量发展提供条件,通过 “质”与 “量”的提升,产生巨大的增量效益,为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提供动能,为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随

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形成发展,相应的生产关系也会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对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使

科技创新参与收入分配,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方式实现分配过程的机会均等和过程公平,有

力地推动实现共享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创造丰富、高质量的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使得劳动手段、劳

动对象不断升级,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也得到了不断提升,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创造

条件。正确的政绩观是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的思想前提和行动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

部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而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②
第三,坚持人民至上。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本质发展有关,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未来社会是每个人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指向。毛泽东曾指出 “自然

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③。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人民至

上理念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体现。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在为人民创造高品质生活上

实现更大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④,以新质生产力、
新型生产关系和社会教育为人的发展提供充分的外部条件。

第四,坚持以创新为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作用日益凸显。根据 《国家创

新指数报告2022—2023》的数据,至2023年,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世界第十,向创新型国家前列

进一步迈进。从中国自身创新发展情况来看,2018—2022年这五年,中国创新指数已经上升31.9,
至2022年已经达到155.7。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关键在于科技创新。科学技术通过将各个先进要素

运用于生产过程,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引发产业革命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因此,必须把发展基点

放在创新上,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完善党中央对科

技工作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

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增强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四)探索历程:走向公平与效率高度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

构建新质生产力的指标体系,适应我国新发展阶段变化的战略新定位,就是要围绕中国式现代化

的宏大实践谋划生产力的相关布局。从发展历程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是

顺应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发展目标、发展任务、发展阶段变化的创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 “落后就要挨打”的压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

“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内部生产力落后、外部技术封锁的严峻环境下,毛泽东提出了 “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的发展路线。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强调了 “科学技术是

关键,基础是教育”。1995年,中国共产党在分析国内建设需要和国际经济与科技发展趋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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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出了 “科教兴国”战略,这对于科技创新自主能力的提升和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

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也正处于我国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中

国共产党人对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的科学发展观,正是在这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的结果。此后,随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化,人

口老龄化问题、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挑战逐渐呈现。面对科学技术发展所面临的 “卡脖子”难题,
中央明确提出了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方向。

构建新质生产力的指标体系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明晰走向

公平与效率的发展历程,更好地把握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我国生产力是在

实践中发展,更是在斗争中成熟起来的。作为马克思所言的 “新社会的因素”,科技创新不断发展形

成的道路,也是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逐渐从技术封锁中突围的道路,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突破外部

世界的封锁,改革开放过程中屡次逆势而上、开放创新的姿态具有同样重大的历史意义。从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到碳中和、碳达峰的发展目标的发展,也意味着整个经济流程的再造。
从共享经济的新业态新模式到共同富裕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公平效率之辩增添了更为丰富的

理论内涵和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构建的初步设计

由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推动着人类社会形态的持续更迭。经过手工生产时

代、大机器生产时代到智能化生产时代,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知识化、智能化演化规律。① 在马克思

看来,新的生产力是新社会的物质条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系统性、革命性的变革,主要涉及劳动

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实体性要素,以及科技、管理和教育这三大渗透性要素。其中,人的科

技劳动具有引领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功效,由自然环境构成的自然力应与劳动力和科技力相协调。②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

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③ 通过教育、科技、管理等培育形成的高

素质劳动者、高质量劳动资料、新介质劳动对象组合优化,实现全新生产要素、全新制造技术、全新

生产工具、全新产品和用途的颠覆性创新,就会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领域的创新发展,
形成新质生产力,如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生态与环保产业等均是观念、理论、技术等方面颠

覆性创新的结果。这也为重塑人类社会新的劳动方式、生产组织方式、社会组织运行架构和社会制度

体系提供动能,从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
在产业智能化、信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迈向价值链中高

端;加快数字技术赋能,全面推动智能制造;强化绿色低碳发展,深入实施节能降碳改造”④,是建

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条件,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科技基础。“通过大力发展创新

生产力、加快绿色生产力建设等,提高生产力质量,将致力于创新生产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调整制

8

①
②
③
④

刘启春、陈建华:《论知识在生产力结构中地位的演变及其辩证关系》,《江汉论坛》2016年第3期。
程恩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经济日报》2018年5月10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八部门推动传统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光明日报》2023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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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的初步构思

度供给,平衡生态环境,从而加快中国经济、社会、生态朝向高质量发展”①。因此,本文根据中国

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

强等方面的相关重要论述,我们可以通过对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时代要求和现实国情的认识,初步

构建一个评价指标体系。指标设计立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引入历史维度和世界眼光把握国家战略需

求,既包含有探求现实国情的中国创新水平指数,又包含立足于时代发展的国际科研合作指数。既包

含对高素质劳动者的要求,又加强了对高质量生产资料投入的关注。指标体系在强调创新的同时,也

加强了绿色发展、对外开放与共享合作的部分,使科技创新成为发展的新动能,以此更好地丰富和保

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构建,以 “十四五”规划以及相关科技发展的成果和数据

为参考,选用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以及政府公布的数据指标,以表达要素层主要方面和特征,反映

发展规律,贴近发展实际,突显关键性要素的作用,通过准则层的系统分析和指标层的测度,经过筛

选最后构建了3个准则层、12个要素层、31个指标层 (见表1),继而,运用层次分析法AHP为信

息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创新生产力的指标要素赋权重,结果显示,信息生产力的权重为35.75%,
绿色生产力的权重为7.51%,创新生产力的权重为56.74%。

信息生产力是指信息劳动者通过信息技术手段作为生产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从而获得信息资料

产品,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力量。② 为进一步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高质量劳

动资料和新介质劳动对象的质量,选取指标紧扣数字化转型等重要时代特征。其中,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单位数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单位数,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能源消耗量,人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计算机这些指标直观反映投入

水平。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新产品开发项目,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

人数占城镇单位总就业人员数百分比体现了现有水平和发展潜力。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新产品开发项目,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新产品销售收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务

收入的具体指标也体现了信息、数据推动经济发展的程度。新质生产力对于实现协调发展、共享发展

9

①

②

任保平等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发展报告2020:新中国70年经济增长质量的总结与展望》,中国经济出版

社,2020年,第97页。
陈小磊:《“两化”融合背景下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研究》,南京大学学位论文,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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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效益方面,从互联网普及率和全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两个角度考虑,着重强

调了信息技术水平在人民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高度谋划发展。同时,还对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作出部署,构建双碳 “1+N”政策体

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①,“新质

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②。绿色生产力是生态化的生产力和生产力的生态化相统一的可持续生

产力,通过绿色创新技术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绿色制造业、服务业、能源产业和低碳产业,构建

绿色循环经济体系,以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因此,绿色生产力的要素层构建

涵盖可持续发展能力、资源消耗水平、生态治理能力等方面。以无害化生活垃圾处理率、能源加工转

换效率来表示可持续发展能力。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能源消耗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量来考

察资源消耗水平。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及污染防治市场成交合同金额与 “双碳”战略完成度彰显生态

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这些指标紧紧围绕绿色发展理念,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和明确的政策导向。
创新生产力是指以创新驱动,以知识、科技、智能化等要素转化推动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此处创

新生产力作用于创新成果转化,创新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完善创新人才机制。因而,
指标体系中创新生产力围绕创新投入、现代化教育水平、创新能力、创新产出、开放合作水平展开。
创新投入水平选取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数、R&D经费投入、R&D项目 (课题)数、高技术产业

(制造业)R&D机构数作为指标来刻画。现代化教育水平通过R&D人员全时当量、劳动力高等教育

人口数量来衡量,以明晰高素质科技劳动者的发展程度。以国际科研合作指数、国际科研合作平台数

量来凸显创新发展的开放水平,表明科技创新合作的效率。创新能力用专利授权数量、发表科技论文

数量、自主产品创新率、中国创新指数来表征。以技术市场成交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

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占比等来审视创新发展

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创新发展的目标结果。

 表1 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初步构建

新
质
生
产
力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信
息
生
产
力

投入水平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单位数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单位
数 (个)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能源消耗量 (万吨)

人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元)

发展能力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新产品开发项目 (项)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数占城镇单位总就业人员数百分
比 (%)

经济产出水平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务收入 (亿元)

社会效益
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万GB)

互联网普及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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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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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新
质
生
产
力

准则层

绿
色
生
产
力

创
新
生
产
力

要素层

可持续发展能力

资源消耗水平

生态治理能力

创新投入

现代化教育水平

创新能力

创新产出

开放合作水平

指标层

无害化生活垃圾处理率 (%)

能源加工转换效率 (%)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能源消耗量 (万吨)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万元)

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及污染防治市场成交合同金额 (万元)

“双碳”战略完成度

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数 (个)

R&D经费投入 (亿元)

R&D项目 (课题)数 (项)

高技术产业 (制造业)R&D机构数 (个)

R&D人员全时当量 (人)

劳动力高等教育人口数量 (人)

专利授权数量 (件)

发表科技论文数量 (篇)

中国创新指数

自主产品创新率 (%)

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占比 (%)

技术市场成交额 (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 (%)

国际科研合作指数 (%)

国际科研合作平台数量 (个)

四、结语与讨论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破解 “卡脖子”难题依然任重道远的形势下,如果不快速提

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这块短板就可能成为我们未来发展的 “阿喀琉斯之踵”。继续简单的技术复制

和安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言无疑是 “水中月,镜中花”。
 

我国当前

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素的规模驱动力明显减弱,依靠创新取得的内涵式增长贡献日

益凸显,唯有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质生产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推动新

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领域的发展,才有望引导各级政府部门在正确政绩观的驱动下,产生科技

创新重大突破并加以应用以重塑经济结构,使产业和经济竞争的赛场发生根本性转换。正如库恩所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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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①。新质生产力正势不可挡地成为社会范式转变的重

要内容,也由此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关键要素。
现阶段,面临新质生产力培育环境存在的薄弱环节、新型劳动者素质亟待提升等一系列问题。着

眼于未来,必须抓住创新这个 “牛鼻子”,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激活全社

会创新活力。充分发展新质生产力各要素的功能,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将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② 这

三个 “第一”更好地统一起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性支撑。
第一,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强化新型人才队伍建设。世界进入第四次科技革命,科学研究

范式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③ 促进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首先,人才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主体

性力量,只有培育 “高尖精缺”关键核心技术人才和高素质技能人才,才能增强驾驭新质生产力的能

力。其次,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作为根本保证,把培育胸怀 “国之大者”的科技人才作为重

要内容,完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和长周期支持机制,构建符合基础研究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机

制。最后,积极融入新型举国体制,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推动产学研一体化有机融

合,提升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水平。强化基础教育的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突出原创,鼓励

自由探索,实现基础性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向行业渗透,向现实生产力加速转化。
第二,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各要素的功能。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各要素相互协作的有机系统,需要

把握好生产力要素论与现代系统论。④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
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⑤ 要素对

于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可替代。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技术

创新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知识、技术、数据等生产

要素的创新活力。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大循环,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和当前具备的产业基础,提升

新材料、新技术和数据资源等各个先进要素的质量和配置效率,使新质生产力的各个要素功能效用充

分发挥,引导先进要素向新产业聚集,形成充分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激发创新创业活力,释放新需

求,创造新供给,推动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再生,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第三,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长土壤,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需

要努力构建稳定和完善的创新环境和发展格局,统筹发展与安全,在发展中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
推动科技创新不断突破地域、组织和技术等的限制。一方面,积极创造高水平科技成果所需要的良好

外部环境,塑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需要发挥政府的力量,在政策保障上持续发力,建立健

全社会制度、科研体制、学术氛围和价值评价,积极排除阻碍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企业科

技创新主体地位,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另一方面,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全球视野加强国际科研合

作和开放式创新,利用好世界科技发展的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金融形式和模式,
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研判未来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等,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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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参见习近平:《加强基础研究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求是》2023年第15期。
郑积源:《现代生产力系统指标体系的探讨》,《科学·经济·社会》1989年第5期。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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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
与传统生产力相比较,以颠覆性创新为基础的新质生产力更加注重科学技术、经济组织和制度文

化的发展,更加注重创新发展的客观环境,更加注重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的体系化,更加注重科技、产

业、社会的协调作用,更加平衡充分地实现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背

景下,把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内在要素融入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全过程、融入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

程的宏大实践,从而把握历史主动,开辟发展的新赛道。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必将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途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推动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
以新的生产力跃迁奠定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实根基。

[责任编辑 陈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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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ductive
 

forces
 

are
 

the
 

most
 

active
 

factor
 

in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
 

and
 

relea-
sing

 

and
 

develop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is
 

the
 

basic
 

task
 

in
 

building
 

socialism.
 

The
 

new
 

quality
 

pro-
ductive

 

forces
 

are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that
 

fully
 

integr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xisting
 

industrial
 

foundation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ance
 

of
 

productive
 

factors
 

and
 

the
 

efficien-
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o
 

construct
 

an
 

index
 

system
 

for
 

new
 

qualitative
 

productive
 

forces
 

with
 

the
 

particular
 

features
 

of
 

the
 

times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understand
 

it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from
 

the
 

“annotation”
 

of
 

the
 

root
 

and
 

soul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develop-
ment

 

from
 

the
 

“calling”
 

of
 

the
 

times
 

and
 

missions,
 

but
 

also
 

to
 

clarif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onstruc-
ting

 

the
 

index
 

system
 

through
 

the
 

realistic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s
 

of
 

“how
 

is
 

it
 

possible”
 

and
 

“how
 

can
 

it
 

be
 

done”,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grasp
 

the
 

exploration
 

process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
ernization

 

towards
 

a
 

high
 

degree
 

of
 

unity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n
 

the
 

face
 

of
 

the
 

fourth
 

technolog-
ical

 

revolution
 

and
 

the
 

new
 

journey
 

towards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x
 

system
 

fo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context
 

of
 

entering
 

the
 

new
 

stage
 

of
 

devel-
opment,

 

implemen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build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pro-
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also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achieving
 

historic
 

and
 

systemic
 

transformations
 

in
 

building
 

a
 

great
 

modern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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