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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路径研究

孙晴晴　张和平　刘禹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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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一代数智技术与经济社会各行各业加速融合，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打开了机会窗口。数智技术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其深入应用

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引擎。本文基于新发展格局的背景，探究数智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为加快形

成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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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

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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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随后在听取黑龙江省委

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整合科技

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2]“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的提出不仅

为新时代东北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推动全国

高质量发展明晰了方向，进而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进行了阐释，

在仔细研读与思考后认为，新质生产力以新发展理念为重要

思想指引，以科技创新为根本驱动力，以产业培育为重要着

力点，是对新时期“生产力”质态和规律的更深刻认识。其

诞生的底层逻辑源于人民需求、生产关系、生产要素。具体

而言，（1）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新质生产力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而提出

的；（2）新质生产力是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为主要内

涵的生产力，其形成必然伴随传统生产关系的重塑；（3）新

质生产力的组成要素相较于传统生产力要素更复杂，强调整合

各种科技创新资源，其中包含科技、人才、数据、信息、管理

等多个要素。从其内涵可见，科技创新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核心驱动力，能够不断提升生产力的先进程度和发展水平，赋

予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理论新的内涵。[3] 而在当下的数字经济

时代，科技创新离不开数智技术的应用，在积极培育未来产业，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数智技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驱动作用，为我国开辟发展“新赛道”、增强发展新动能、

塑造发展新优势奠定坚实基础。因此，探究数智技术赋能新

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具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1. 实践路径

1.1 数智技术应用通过深化劳动分工、优化劳动力供给

结构、提升生产力各要素的功能来形成新质生产力

数智技术的应用对劳动分工、劳动力供给结构及劳动

方式等产生深刻影响。在劳动分工方面，数智技术应用显著

提升了生产的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降低了对低技

能劳动力的依赖，由此形成对部分劳动力的替代。在劳动

力供给结构方面，数智技术与劳动要素深度融合，创造出

在很多方面高于人类劳动力的“新质劳动力”，如具有深

度学习、自我学习能力的机器人，由此在很大程度上优化

了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在劳动方式方面，数智技术的应用

会促使劳动方式由体力更多地转向脑力、智力和创造力，

倒逼劳动者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进而提升社会全体

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智慧，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强

有力的劳动力要素支撑。

1.2 数智技术通过变革生产要素赋能生产力升级，形成

新质生产力

在当下的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经成为国家基础性战

略资源和关键性生产要素，并由此衍生形成数据生产力，赋

能生产力升级，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基于数据生产力形成

的大数据产业，凭借其速度快、精度准、价值高等优势，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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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数据要素潜能，推动生产力变革和创新，从而推动形成新

质生产力。随着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智能算力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其不仅能够提供海量数据的处理能力，还能支

撑高性能智能计算，形成更高能级、更高质量的智能生产力。

例如，当下热门的“ChatGPT”，借助于强大的算力支撑、深

度学习算法和万亿级别数据语料的喂养，实现了数智技术的

升级与迭代，为形成更高水平的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驱动。

1.3 数智技术通过打造数字产业化，形成以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内容的新型产业体系，驱动新质生产

力的形成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夯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离不开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

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4] 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超过 13%，发展势头强劲。应进一

步利用数智技术加快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改造，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在产业高端化方面，要在基础技术支撑的基础上，利用现代

化的先进智能技术突破一批基础元器件、零部件、材料、工

艺等，另在重点领域如航空业、医疗业等要突破一批标志性

的重点产品或设备，提升传统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向价值

链高端和产业链核心迈进。在产业智能化方面，要大力推进

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产业领域的融合应用，实现生产控制和

运营优化等方面的智能化变革，形成具有一定自治功能的智

能生产和运行系统，[5] 打造智能工厂和智慧供应链，驱动新

质生产力的形成。

1.4 数智技术通过搭建信息化科研平台，为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提供平台支撑

数据思维、业务中台模式、“云 + 网 + 端”为特征的

工业互联网平台使得大数据、云计算、5G、人工智能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在产业领域的应用落地，有效促进了新质生产

力的形成。一方面，依托数智技术积极发展新型研发机构，

打造高校与企业创新联合体等新型创新主体，构建多元化主

体参与、网络化协同研发、市场化运作管理的新型创新生态

体系。另一方面，通过数字互联积极构建国际研究合作平台，

支持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同国际对接，加强与国

际一流卓越科学创新机构的合作。[6] 例如，安徽合肥的中国

科技大学拥有电子信息工程、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等国家特色专业和一系列学科评估为Ａ＋专业，安徽充分发

挥这一资源优势，围绕中科大打造“科大硅谷”平台，已在

量子信息、核聚变、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等领域取得关键性

技术突破，[7] 极大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1.5 数智技术通过打造数智化人才培养新体系，为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动力

加快培育一支高层次、高质量的数智化人才队伍，是

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条件和重要支撑。一是加强数智技术

相关的学科建设，做好相关学科调整优化顶层设计，将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更好结合起来。

二是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推进高校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围绕

数智化产业发展培养一批既掌握数智化技术，又了解现实产

业运作的复合型人才，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完整连续的数

智化人才培养新体系。三是加大对高端数智化人才的引进力

度，重点引进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类脑智能计算等国际

著名研究团队和高水平研究专家，鼓励企业、科研机构依托

项目合作、技术顾问等形式引进数智化人才。四是建立科技

创新激励和荣誉机制，加大对承担前瞻性、战略性、基础性

等重点研发任务的科技人才激励力度，同时加大对优秀科研

人才和重大科研成果的宣传力度，使科研人才收获物质和精

神的双重激励，以此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2. 结论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当下数字经济时代，数智技术可以

通过深化劳动分工、变革生产要素、打造数字产业、搭建信

息化科研平台、打造数智化人才培养新体系助力新质生产力

的加快形成，这对我国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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