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新质生产力
是实打实的“热词”。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3月5日下午在参加他
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
代表团审议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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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
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同时，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十
大工作任务之首。

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它在当下
被提出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发展新质
生产力，真正理解和实践“因地制宜”？
这些都成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众多代
表委员热议的重点话题。

毫无疑问的是，从“高精尖”产业，
到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
型，从基于不同地方的不同阶段，到抓
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区域特征，在以发
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推动高质
量发展中，新的期待与机遇已经展开。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不在于量的扩张，而是质的提

升以及持续创新能力的不断优化”

“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新优势，
促进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研读
政府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南京
市工商联主席、南京天加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蒋立在此处重重划下标
记。作为来自环境科技企业的全国人
大代表，在他看来，这里面有着对于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思考。

“企业的发展不在于量的扩张，而
是质的提升以及持续创新能力的不断
优化。”蒋立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
是只依靠科技创新、质效提升等，还需
要改革突破、制度重塑等，不断调整生
产关系，以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要求。

今年，江苏提出“要突出构建以先
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
个重点”，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成为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重要阵地。

对于企业而言，蒋立认为因地制
宜，还强调了不要一哄而上，“是要基于
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推动发展。”他将其
概括为四个场景再造：基于客户的需
求，创造满足客户需求并超出其需求价
值的场景；通过内部流程的再造，实现
效率提升；数字能级的再造，从满足客
户需求到内部管理的提升，以数字化能
级为载体，提升公司的管理水平；责任
再造，“客户场景的改变，也需要内部流
程的适应性变化。”确切地说场景变了，
评价和考核也得再造。

蒋立表示，从客户所需要的场景再
造，到企业内部管理的流程再造，再到
企业的数字能级提升再造，以及评价考
核机制的提升再造。在这个过程中，随
着不断的场景再造，动态调整生产关系
以适应更高层次的生产力发展需要，

“管理一直循环提升的企业，其发展的
动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就得到充分
保障。”

这样的思考源于实践，蒋立一直秉
持的观念是，企业走得稳比走得快更重
要。这也体现在他的建议中。

连续两年，蒋立都聚焦地热能发
电。他认为，我国地热能资源丰富，地
热勘探、高温钻井、装备制造和工程设
计建设等关键核心技术、人才和产业链
等已具备领先能力，但由于没有明确的
上网电价等扶持政策支持，地热能商业
发电仍处于停滞状态。所以，他建议尽
快出台地热能发电扶持电价政策。

“作为可再生能源之一，地热能发
电具备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基础。”蒋立
表示，因此，需要重视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的匹配程度，并采取有效举措，以促
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创新与动能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是全

要素生产率提升”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
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强
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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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土生土长的东
北企业家，全国人大代表，齐重数控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俊
峰在倍感荣幸的同时，也觉得这是由于
东北的特殊性，作为传统的重工业基
地，东北有着相应的基础和条件，同时
又亟待突破。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要
考量每个地区不同的资源禀赋、产业基
础、行业特质、自身条件。”王俊峰说，整
体上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要以创新为主导，有技术
革命性突破，有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
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事实上，他正经
历着这个过程。

一直以来，工业母机的技术发展水
平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制造
能力。王俊峰所“掌舵”的齐重数控，是
我国机床行业大型重点骨干企业和排
头兵企业，拥有国家级技术研发中心，
始终走在自主创新的路上。

“作为工业母机的主体产业，中国
机床工具产业正加速从传统产业向现
代化产业转型升级。”对此，王俊峰感触
很深，传统的普通机床是典型的传统行
业，但是发展到数控机床以后，就是数
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重要载体。

“所以我说，每个行业都有需要突
破的技术，在传统行业中，也有很大的
技术提升空间。”王俊峰举例道，农业发
展中，种苗研发、智能农机等，都是高新
技术的载体，传统能源产业中，随着新
能源产业带来的革命性突破，整个行业
都飞速发展。

这也体现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
志，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例如数控
机床。”王俊峰补充道，一台机床由几千
个零部件组成，生产零部件的企业只是
这个产业链中的一员，那么当电机、数
控系统和核心零部件生产企业产品升
级才能带动整个产业升级，“这些环节
都在产业链上，只有链上的每个环节都
转型提高，整个产业链才能提高。”

对此，王俊峰今年的建议集中在
对黑龙江省等老工业基地加快推进新
型工业化加大支持上。他在建议中提
到，要加大企业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同
时，对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链主企业
和相关的配套企业技术改造升级或数
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给予资金
支持政策。

新兴与传统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

传统产业的坚实基础”

“首先，传统产业不代表落后产
业。”在全国人大代表，东方汽轮机有限
公司数字化与智能制造部副主任工程
师曹天兰看来，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是不能将新质生
产力直接等同于个别新技术，更不是对
传统生产力的局部优化或简单迭代。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传统产
业打下的坚实基础。”曹天兰的感受源于

经历。在科研一线待了20多年，她的工
作一直围绕发电装备转。其中，燃气轮
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是飞
机、电站、大型舰船的“心脏”，更是一个
国家工业水平、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

去年，我国首台自主研制F级50兆
瓦重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G50实现并
网发电，填补了自主燃气轮机产业化应
用的国内技术空白。作为参与科研攻
关的专家之一，曹天兰经历了从0到1
的艰辛，也见证了研发过程中，随着材
料、技术、设计、试验等关键核心技术的
攻克，随之催生的一系列新技术、新工
艺、新材料、新标准、新规范。

“可以说，燃气轮机产业的发展建
设，本身就是新质生产力的生动体现，
这些经验正指导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研发。”曹天兰举例道，在大力推进地热
发电、光热发电、天然气压差发电等新
型绿色能源的过程中，团队就借助了大
量传统产业的发展经验，最终以系统解
决方案加速规模化发展，实现系统成套
供货订单突破。

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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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曹天兰认为，因地制宜发展
新质生产力，就包括要围绕创新链布局
产业链、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加快
推进新型工业化。

以自己熟悉的自主燃气轮机为例，
曹天兰觉得，未来的发展趋势必然是在
推动自主燃机的产业链发展和布局中，
积极服务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若是将视角放大，她
认为，四川拥有深厚的工业基础，通过
加强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建圈强链，加
大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就一定能让
传统产业焕发新的活力，培育新的增长
点，形成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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