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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新质生产力
重在因势利导，持续推动产业升级与经
济高质量发展。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视
角，落点到具体产业和企业，会发现在蓬
勃向上的同时也有问题萌芽。本期，记
者采访到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
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博士，就
相关问题展开探讨与解读。

关注“事事新质生产力”现象
注重创新和生产力协同发展

当前全国各地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
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和实践，但
有的地方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理解
不够深入透彻，出现了事事都和新质生
产力扯上关系的现象。对此朱克力表
示，这种现象的确存在，需要及时予以纠
偏。无论是传统产业的升级，还是新兴
产业的涌现，都试图贴上新质生产力的
标签，泛化使用的倾向可能削弱新质生
产力的准确性和专业性，导致人们对其
真正意义的混淆。

如果企业或项目只是为了追求“新
质生产力”的标签，而没有实质性创新和
高质量发展，可能会导致资源的浪费，阻
碍真正有价值的创新项目的实施。

为了预防此类现象的发生，朱克力

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首先应明确新
质生产力的标准，明确新质生产力的具
体标准和内涵，避免概念的滥用和误
解。其次要加强监管和评估，对于自称
是新质生产力的企业或项目，相关部门
应加强监管和评估工作，确保其符合新
质生产力的真正要求。第三应该通过宣
传和推广真正符合新质生产力标准的企
业和项目形成示范效应，引导更多企业
和项目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中
重“新”还是“生产力”？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是注
重创新技术的研究还是生产力的发展？
朱克力进一步解释，新质生产力的创新，
强调的是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的研发与应
用，但也要结合商业模式、管理方式等多
方面的革新来转化落地。

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重视“新”
意味着对前沿技术的持续投入，对市场
需求变化的敏锐捕捉，以及对传统生产
方式的不断重构。而重视生产力，就是
要关注生产过程的优化、生产成本的降
低、产品质量的提升等方面，确保创新成
果能够转化为实际经济效益。

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新”与“生
产力”缺一不可，且相辅相成。具体来
说，鼓励创新的同时注重将创新成果转
化为实际的生产力提升。包括加强科技
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产学研一体化
发展，优化创新环境等。同时，还应关注
生产力的实际提升情况，及时调整创新
策略和方向，确保创新与生产力耦合共

振协同发展。

新质生产力重在因势利导
在深度开放中发展

朱克力认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
求。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市
场环境等条件各不相同，采取一刀切的
发展模式显然是不科学的。因地制宜是
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量身定制发展策略，
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
资源高效利用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新质生产力重在
因势利导，持续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高
质量发展。

“把握住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关键

在于深入调研和科学规划。各地需要对
自身的资源、环境、市场等条件进行深入
的分析和研究，明确自身的发展定位和
目标，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和规
划，确保各项政策和措施能够真正落到
实处。”朱克力表示，同时各地还需要注
重创新和协同，通过不断创新才能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协同则是实
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的重要手段，通
过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可实现互
利共赢的局面。

朱克力认为，产学研用各个层面的联
动，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尤为重要。目前

“用”这一层面相对薄弱。尽管科技创新
不断推进，但很多先进技术并未能有效转
化为实际应用，或者转化速度较慢，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质生产力发展。为
改善这一状况，需要构建更加紧密的产学
研用合作模式。具体而言，可形成一种

“科研院所研发—企业转化应用—市场
检验反馈—政府引导支持”的循环模式。

其中，科研院所作为科技创新的源
头，应承担起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重
任。企业应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
或服务推向市场，不断优化产品，持续满
足市场需求。政府营造有利于创新创
造、产学研用合作的政策环境。此外，还
应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引进国外先进
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
的快速发展。处理好开放创新与科技自
立自强的关系，不断完善产学研用合作
模式，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与国际竞争，
在深度开放中发展新质生产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姚瑞鹏

5月14日，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四川在建
铁路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59亿元，完
成投资额持续增长，川青铁路、成渝中线
高铁、成达万高铁、西渝高铁成都至西宁
铁路等重点项目建设高效推进。

5月11日，川青铁路年内通车段最
后一个控制性节点工程取得突破性进
展——德胜隧道全线贯通。建设者在海
拔近3000米的川西北高原鏖战近十年，
终于攻克软岩大变形难题，创造了工程
奇迹。德胜隧道贯通标志着川青铁路成
黄段全线贯通，预计今年内成都至九寨
沟将实现动车直达。

在时速350公里的成达万高铁建设
现场，多个点位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全
线关键控制性节点工程——华蓥山隧道
已完成总体进度的83.5%，中铁二局成
达万高铁工程指挥部总工程师谭军介
绍，隧道掘进今年8月有望突破8000米
大关，年底实现贯通。

在遂宁涪江特大桥建设现场，边跨和
主塔正同步施工，中铁十七局成达万高铁

工程指挥部二工区总工程师单立国介绍，
涪江特大桥已完成进度的40%，正全力冲
刺今年9月两个主塔同时封顶目标。

在南充北站改扩建项目建设工地，

近百名建设者挥汗奋战，中铁十二局南
充北站项目副经理何党选介绍，国道
G212桥桩基墩柱及现浇梁支架施工正
抓紧进行，力争今年年底通车。

在若尔盖县喀哈尔乔湿地自然保护
区境内，玛莫柯1号隧道建设正加快步
伐。该隧道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地
质条件和围岩情况复杂。中铁二十五局
西成铁路指挥长万炳宏表示，玛莫柯1号
隧道有望成为全线第一个贯通的隧道。

在西渝高铁康渝段站前十三标的施
工现场，全线第二长隧道七星坪隧道即
将全面转入正洞施工。截至目前，中铁
十七局承建的三条隧道累计开挖3400
余米，三座桥梁累计施工近600米。

此外，起始站成都站扩能改造工程
项目作为成渝中线高铁重点工程，建成
后将成为一个集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
综合性交通枢纽，有效整合城际高铁、市
域快铁、地铁及城市公交等多种交通资
源，为旅客出行再添便利。

据成都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川青铁路镇江关至黄胜关段、巴南高
铁、渝昆高铁渝宜段有望按期建成通车，
绵遂内铁路等新项目前期工作也正稳步
推进，有望早日开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叶）5月14
日，四川省委宣传部联合成都市委宣传
部在简阳市举行2024年非法出版物集
中销毁活动。活动以“打击非法出版，净
化文化市场”为主题，在成都市设立主会
场，泸州、广元、内江、宜宾、达州等10个
市（州）设立分会场。

“本次集中销毁的非法出版物均为去

年收缴，2023年，全省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
物33万余册，为成都大运会、首届金熊猫奖
等重要活动成功举办营造了清朗健康的
文化环境。”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主会场
现场销毁非法出版物3.6万余册（盘），分会
场销毁非法出版物23.7万余册（盘），全省
共计销毁各类非法出版物27.3万余册（盘）。

龚雪英是简阳成中印刷厂负责人，

她作为行业代表也在现场发起呼吁：“利
用印刷技术传播非法出版物，严重扰乱
了市场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危害了人
民群众的利益，广大同行要切实增强法
治意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自觉抵制非
法出版合同，共同维护印刷行业的良好
形象和健康发展。”

长期以来，四川省“扫黄打非”战线始

终保持高压态势，重拳打击各类非法有
害出版传播活动，全面清理扫除各类文化
垃圾。成都市委宣传部反非法反违禁处
副处长肖治成在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下一步，我们也将深入开展‘净网’

‘护苗’‘秋风’等专项行动，聚焦重点领域
开展集中整治，落实‘扫黄打非’举报奖励
制度，形成‘扫黄打非’工作的强大声势。”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

新质生产力重在因势利导在深度开放中发展

5月11日，川青铁路德胜隧道全线贯通。 叶帅 摄

重拳出击四川集中销毁非法出版物27.3万余册（盘）

四川多条在建铁路迎新进展 今年前四月完成投资159亿元

朱克力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