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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历了多年的迅猛发展，国内经济发展增速放缓，标志着

我国由快速粗放型增长逐渐向高质量型经济转变。相应的理论
研究与指导，也应当及时转变研究理念与思路，探究在全新时
代背景下，如何结合具体实际以及国家发展诉求，将研究重点
诉诸于高质量发展层面，通过健全完善的理论体系，对经济发
展实践形成有利指导。

1　抓 住重点 引领经济学理念创新
随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产业供给侧改革和优化成为产业

与经济发展主要内容，相应的经济学理念研究方向也发生转
变，关于如何高质量的发展经济，推动经济学理论创新，成
为时下经济学理念界一大热门话题。然而当前的理论创新研
究，尚停留在较浅显的阶段，不足以对实践活动形成强力引导
作用。尤其是对我国这种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缺乏对应的发
展指导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内容体系，可以找寻到对应的社会
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特征，但具体如何划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却
并未明确提出，更是缺乏不同阶段发展的指导思想与发展路
径。简而言之，我们一切工作需要自行摸索，无法从前人研
究结果中直接受益。

目前国内学者所研究的发展经济学，脱胎于西方国家的经济
学，从根源来讲，虽然确实探讨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但其
发展方向和目标却是通过行之有效的研究指导实践，帮助发展中
国家由低收入水平快速发展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从这点来看，
这一发展经济学本质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路径，与我国政体相
悖，虽然我国目前同样面临着跨越收入陷阱以及实现全面现代
化、工业化的相关问题，但直接照搬照抄既有发展经济学理论无
疑不够科学和客观。需要国内的专家学者在后续阶段，及时转变
研究思路与方向，扎根祖国大地，以国内创新实践为基础，结合
国内外经济学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建立健全适宜国内经济建
设发展的高质量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

2　努力探索 寻找影响创新的因素
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适时摒弃传统发展路径，通过优化

经济结构、找寻全新内驱动力方式实现创新发展，归根结底，要
落实到创新层面。简而言之，基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创
新，需要立足对发展规律的创新研究。

当前时代发展的核心技术，例如5G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
掌握程度，关系到一个国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能否站在产
业链上游，实现高质量发展。基于此点，我国近年来通过多次党
内以及人代会议先后提出要讲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创新以及高
质量发展的内驱动力，哪个国家在科技创新层面领先，便在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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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市场经济深化发展，产业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学界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日益兴盛，近年来涌现出大量创

新型研究成果，但在实践应用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尤其是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经

济发展的体系化理论和实践指导。因此在未来经济学研究领域，国内学者需要始终抓牢“创新”、“实用”原则，以此为导向，为

推动产业、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而努力。积极探索理论创新，为实践活动提供指导，狠抓落实产业供给侧改革动线，逐步建立健

全独属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理论体系。基于这一背景，笔者就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探究展开分析，剖析当前理论的不足

之处，找寻以高质量发展为基调的经济学研究要素，为提升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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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上掌握主动。相比国外，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粗放型经
济生产模式之下，依托资源发展经济，创新始终未上升到相应高
度，导致我国目前在工程、科技、医学等领域面临创新成果较少、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慢的问题。近年来大量的实践案例早已表明，
手中没有过硬技术，在外贸对抗中便会处于劣势，无法真正使中
国屹立于世界强者之林。关乎时代发展的核心技术，是国家实现
高质量发展关键所在，只能通过自主创新获取。站在经济学理论
视角，需要剖析科技创新的核心内容，以及影响科技创新的相关
要素，这些要素如何发挥作用，作用机制是什么。

科技创新仰赖经济制度、经济发展多方面的综合作用，需要
从理论源头进行制度、文化上的创新，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科技创
新，需要负担的职责包括揭示理论、实现制度创新以及文化创新
等。首先，揭示理论包括人文社科方面的理论创新，为科技创新
发展提供理论温床，建立科技创新发展方向、确立制度，从源头
处做好整体规划，制定长短期目标，以及实现不同目标需要铺排
的工作重点，为科技创新工作有序发展提供保障；其次，实现制
度创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制度的建立健全，是将复杂综合
事务归于有序的必要路径，通过制度与规范，可以更好发挥市场
经济以及社会主义体制的双重资源优化配置作用，降低科技创新
成本，加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效益。

3　深化研究 对应经济政策的建立健全
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把握发展核心，需要依托建立健全

对应经济政策体系来保障。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别传统粗放
型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在供给侧改革处下苦功夫，加快效率、提
升质量。通过理论创新研究，揭示供给侧改革长远意义，明确我
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走向经济强国，唯有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实现供给侧改革。探讨供给侧改革与刺激需求侧的联系与区别，
明确二者关系，从中找寻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4　结语
随着市场经济深化发展，产业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学界关

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日益兴盛，国内关于高质量发展基调
下的经济学研究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理论成果少和转化性较
低是目前不争的事实。因此需要在未来阶段，通过明确重点、寻
找创新因素以及建立外部政策保障体系等方式，寻求理论研究
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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