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 括 地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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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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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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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

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

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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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

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构建绿

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持续优化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工具箱，发挥绿色金融的

牵引作用，打造高效生态绿色产业集群。同时，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绿色健康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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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

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

顺畅流动。同时，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

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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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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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鼓励

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媒体热线：010-68701050
商务热线：010-84623152

策划总监：苏赢 执行主编：江金骐

运营代理：北京温特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4年04月23日
星期二

第311期

中国国资报道
CHINA STATE OWNED ASSETS REPORT

国务委员 王 勇

建言国资监管
助力国企发展

指导单位：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 联办单位：中央企业媒体联盟《中国企业报》 顾问：厉以宁

编辑：康源校对：王培娟美编：王祯磊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

国务院国资委近日按照“四新”（新赛道、新技术、新平
台、新机制）标准，遴选确定了首批启航企业，加快新领域新
赛道布局、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位列2024年政府工作任务首
位。对于国资央企而言，如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此前用“源”“升”
“态”三个字概括了国资央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发力方
向。他表示，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把创新放在突出位置
上，创新和质优是重中之重。今后中央企业的发展，第一个
是源头，技术要有来源，即“源”；第二个是要推进产业升级，
即“升”；第三个是产业生态，要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即

“态”。“源”“升”“态”就是，技术源头、产业升级、产业生态。

锚定基础研究 提高发展的科技含量
国资央企在近年来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国务院国

资委数据显示，2023年央企研发经费投入1.1万亿元，深入
推进原创技术策源地布局和建设，组织实施“加强目标导向
的基础研究”等11个专项行动计划，承担一批国家重大科技
任务和科技创新重大项目，深度参与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
完成能源、工程、医药等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组建一
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积极参与国际科创中心和区域创新
中心创建。

张玉卓表示，央企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争取得更多
标志性成果，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
的力度；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民营企业
等创新主体的协同，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做好产业升级主阵地
激发内生动力实现新增长
我国自主研制的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成功达速试跑；

探月工程四期鹊桥二号中继星由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在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国内首台“化学气相沉
积包覆硅基负极材料”的工业级连续回转窑正式上线……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和产业版图，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催生，特别是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各国企业竞争的新赛道，也是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

中央企业如何让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焕发活力？据了
解，去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围绕加快培育创新型国有企
业，启动实施启航企业培育工程，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领域、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遴选一批有潜力有基础
的初创期企业，在管理上充分授权、要素上充分集聚、激励
上充分保障，加快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打造未来“独角兽”企
业和科技领军企业。

国务院国资委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去年在战略性新兴

产业领域完成投资2.18万亿元、同比增长32.1%，在光伏制
氢、碳纤维制造、汽车芯片等领域落地了一批重点项目，在
激光制造、量子通信、卫星互联网等领域组建了一批新企
业，在电子科技、新能源、生态环保、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推
动了一批重组整合，新产业新业态正在成为企业的重要增
长点。

完善产业生态要素 打通堵点形成合力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以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

动为突破口，以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
为重点，推动更多中央企业成为公司治理新、经营机制新、
布局结构新的现代新国企，是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议题。

国务院国资委在落实全国两会精神的专题会上表示，
将研究更加有效管用的举措，把发展新质生产力同做强做
优主业、提高经营业绩考核导向性精准性、调动企业领导和
科技人才积极性等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确保同向发力、
形成合力。

据了解，过去一年，国务院国资委指导中央企业用好用
足国家各类科技政策，从赋权松绑减负、强化正向激励等方
面加大政策供给，深入实施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强化数智
技术赋能新型工业化；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
不断提升持续创新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来源：人民网）

向“新”而行 国资央企锚定新质生产力方向

——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