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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就新质生产力的内

涵和外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阐述，提出明确要

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

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深化了对生产力发

展规律的认识，为新时代新征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不断提高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一、深刻领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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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

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

党员干部要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出

发，深刻领会党中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图。发展新质生产力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和我国发展实

际作出的重大论断和战略部署。生产力作为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我国已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不断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生产力不断向更高级、更先进的质态跃升。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关系全局和长远的大事，将推动经济发展实现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和物质

支撑。第一，从推动质量变革看，新质生产力代表更先进、更优质的

生产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不断获得新产品和新服务的生产能

力，改造提升现有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能力，从而提供更多高质量的产

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第二，从推动效

率变革看，新质生产力是由新技术、新要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等新动能孕育催生。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劳动过程有新投入、劳

动结果有新产出，既提高各类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效率，又提高劳动

生产率、资本回报率和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在既定投入下实现更优的

经济效益。

第三，从推动动力变革看，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的主导力量

和牵引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引领生产主体、生产工具、生产

对象和生产方式深刻变革，改变过去依靠增加物质投入提高产出总量

的发展路径，推动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规模速度

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根本性变革。

二、准确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

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



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

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先进生

产力的发展趋势和演进方向，准确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第一，

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引

领世界科技前沿、创新创造新型生产工具的创新型人才，以及具备多

维知识结构、熟练掌握新型生产工具的应用型人才。第二，更高技术

含量的劳动资料是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新质生产力以一大批更智

能、更高效、更低碳、更安全的新型生产工具，特别是工业互联网、

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生产工具为显

著标志。第三，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是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新质

生产力的劳动对象扩展至深空、深海、深地资源和太阳能、风能、核

能等清洁能源，以及数据、新材料等人力创造的生产资料。第四，生

产力要素间更高水平的协同匹配是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

力使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更灵活、更多样，推动各类要素便捷化流动、

网络化共享、系统化整合、协作化开发和高效化利用，大幅提升资源

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三、深刻认识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

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党员干部要不断深化对新时代先进

生产力质态的认识，把握好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第一，以科技创

新为核心要素，具有高科技特征。新质生产力是对“生产力中也包括



科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重大论断的拓展和深化。科技

创新深刻重塑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催生新产业、新模式、

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第二，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未来产业为重要载体，具有高效能特征。产业是生产力变革的具体表

现形式。作为引领未来发展的新支柱、新赛道，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具有创新活跃、技术密集、价值高端、前景广阔等特点，为新

质生产力成长壮大提供了巨大空间。同时，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会带

来生产力跃升，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第三，以新供给与新

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为落脚点，具有高质量特征。基于新质生产力形

成的新供给，能够提供更多高品质、高性能、高可靠性、高安全性、

高环保性的产品和服务，创造和引领新需求，推动实现供需高水平动

态平衡和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四、全面贯彻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大力推进科

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

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习近平总书记从发展动能、支撑载体、

发展底色、发展动力、要素保障等方面，阐述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

践要求，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党员干部

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这些实践要求，切实把党中央对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决策部署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发展动能方面，必须加快科技创

新，发挥好新型体制优势，整合科技创新资源，集聚各方力量进行原

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造更多引领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硬科技”，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支撑



载体方面，必须加快产业创新，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

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

产业，既巩固传统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又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建设以

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夯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产业

基础。发展底色方面，必须加快发展方式创新，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发展绿

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打造高效生态绿

色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绿色生产力。发展动力方面，必须加快体

制机制创新，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深化经济体制、科

技体制等重点领域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着力打

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探索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

新型生产关系。要素保障方面，必须加快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完善人

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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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劳动者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创造力和能动性。

五、科学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施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

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

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

我国地区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和

条件差异较大。各地在谋划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工作任务时，应尊

重生产力发展规律，摸清当地产业底数、优势和劣势，绘制符合发展



实际的产业图谱，打好特色牌、下好先手棋。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因

地制宜探索发展路径，绝不能不顾实际条件，盲目跟风“蹭热度”、

随波逐流“赶时髦”，浪费本地区的发展资源。应坚持稳中求进、循

序渐进，准确认识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本盘”地位，加快推

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有序迭代升级，不能将其当成“低端

产业”简单退出。

按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统筹谋划发展布局，提供

科学合理的承载空间。第一，优化科技创新布局。在科教资源相对丰

富和新兴产业具有领先优势的地区，加快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

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

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更好发挥这些地区的科技创新潜力及对

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第二，优化产业创新布局。构建省级—国

家级—世界级集群梯次培育发展体系，在发达地区率先打造一批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鼓励各地结合自身优势自主探索

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和路径，在未来产业布局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地

区，建立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强化内陆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推

动制造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中加快转型升级，努力保持我国产业链的完

备性、先进性。
1、.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劳动过程有（）、劳动结果有（），既提高各类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效率，又提高劳动（）、

资本回报率和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在既定投入下实现更优的（）。 （0~20 分）

新投入 （5 分）

新产品 （0 分）

新产出 （5 分）

生产率 （5 分）

经济效益 （5 分）

2.新质生产力以一大批（）、更高效、更低碳、（）的新型生产工具，特别是工业（）、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

等数字化、（）、智能化生产工具为显著标志。 （5~20 分）

3.作为引领未来发展的新支柱、（），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技术密集、价值高端、（）等特点，为

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巨大空间。 （0~20 分）

新征程 （0 分）



新赛道 （5 分）

创新活跃 （5 分）

前景广阔 （5 分）

成长壮大 （5 分）

4.习近平总书记从发展动能、（）、发展底色、（）、要素保障等方面，阐述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推动经济

（）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5~20 分）

支撑载体 （5 分）

发展动力 （5 分）

实践要求 （5 分）

高质量 （5 分）

5.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

弃（），要防止一哄而上、（），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0~20 分）

高质量 （5 分）

新质 （5 分）

传统产业 （5 分）

缥缈化 （0 分）

泡沫化 （5 分）

提交

党员学习暨测评成绩信息表

序号 姓名 测评成绩 序号 姓名 测评成绩

1 王 勤 100 19 魏金宝 100

2 杨诗栋 100 20 韦 琦 100

3 金 磊 100 21 杨自江 100

4 李立庆 100 22 田盛涛 95

5 张兴茂 100 23 张立志 100

6 吕兴潮 100 24 王天鹏 100

7 马维克 100 25 张 军 100

8 付志义 100 26 潘金平 100

9 李德文 100 27 马健业 100

10 马 明 100 28 刘彦寿 90

11 冯志军 100 29 崔小伟 100

12 宗宏三 100 30 余 枭 100

13 梁建仓 100 31 张晓桐 100

14 张 镇 100 32 周宏卫 100

15 王彦平 100 33 刘玉平 100

16 赵 杰 100 34 王武天 100

17 韩东润 100 35 李进新 100

18 沈 渊 100 361 王金瑞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