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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创新引领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日，“新

质生产力”成为从中央到地方部署经济工作
的关键词，也将是两会代表委员积极建言献
策的热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所长黄群慧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新”主
要体现在新劳动力、新劳动对象、新劳动工具
和新型基础设施等四个维度。

如果说高质量发展是一场“登山赛”，新
质生产力则是当之无愧的“制高点”，离不开
科技创新这一核心要素。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系列部署，“创
新”导向鲜明：首次将“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列入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将“以科技
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列为今年九
项重点任务之首。

创新引领，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新年伊始，南极秦岭站正式开站，国产大

飞机亮相国际航展，国产首艘大型邮轮完成
商业首航……一系列新成果、新产品、新技术
展现大国科技创新迈出坚实步伐。

全国人大代表、稀土催化创新研究院（东
营）有限公司副院长翟燕萍认为，要实现自立
自强，必须有底层的“硬科技”，加强基础研
究、突出原始创新。

创新引领，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
合化。

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
产品“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
大关，折射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特征。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湖州市市长洪湖
鹏表示，期待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顶层
设计进一步完善，赋能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壮
大新兴产业。

创新引领，坚持创新成果由人民共享。
老旧街区实现新建和改造、AI技术融入

城市管理……眼下，全国多地的城市更新行
动让老百姓家门口焕然一新。

创新发展的动力在人民，目的是为了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翟燕萍
说，必须将惠民利民富民作为科技创新重要
方向，围绕乡村振兴、生命健康、智慧城市等
领域，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发挥内需主动力
“内需主动力”，一个值得关注的新提法。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使国内大

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
循环质量和水平”。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董煜指出，对内需的定位由之前的“基本动

力”提升为“主动力”，凸显内需对于经济发展
的支撑作用更大，强调内需不但要起到基础
支撑作用，也要起到牵引开拓的作用。

内需，由投资与消费构成，已成为当前拉
动经济“主引擎”。2023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达111.4%，比上年提高25.3个百分点。

新一年，扩大内需该如何发力？
——激发有潜能的消费，加快释放消费

活力。
龙年春节假期，国内旅游出游4.74亿人

次，较2019年同期增长19%，快递业日均投递
量比2023年春节假期增长82.1%，春节档票房
突破80亿元，创同档期纪录。

这个春节回归的“年味”，折射出中国消
费市场活力复苏，但进一步扩大消费仍需多
措并举。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
副所长欧阳慧认为，既要培育壮大新型消费，
也要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同时要着力提升
收入和加强保障，完善促进消费的长效机制。

——扩大有效益的投资，确保形成高质
量供给。

近日，山东集中开工1007个重大项目，其
中民营企业投资项目600个；北京市发布“3
个100”市重点工程，包括100个科技创新及现
代化产业项目……放眼全国，各地重大项目
投资快马加鞭。

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意味着能够产生更
大的带动效应、辐射效应，着力补短板、强弱
项、提功能、增后劲。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支持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发展；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数字
经济；推进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加快推进
房地产“三大工程”建设；增加教育、医疗、“一
老一小”等领域优质供给……这些都是今年
重点投资领域。

——促进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互动，疏通
经济大循环。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研究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问题，研究有效
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问题；商务部等九部门
发文支持新能源汽车贸易合作……

近期一系列政策聚焦畅通国民经济循
环，努力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为增强内需
动力提供支撑。

欧阳慧说，发挥好内需这个“主动力”，离
不开资金支持、就业保障、产业创新等多方面
协同发力，将会是财政、货币、就业、产业等政
策的重要着力点。

记者采访了解到，围绕如何着力扩大内
需，解决产能过剩、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建设
统一大市场等问题都是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
重点。

释放改革新活力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又一个重要年份，

主要任务是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释放强烈信号。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原副主任张军扩说，当前稳预期强信心，
进一步夯实中长期高质量发展基础，有效
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都离不开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

外界期待，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向着“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重点领域、“一子落而满盘活”
的关键环节再出实招。

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必须切实落实“两
个毫不动摇”。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国民经济综
合司司长袁达日前介绍，要加快推进民营经
济促进法立法进程。同时，要狠抓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各项政策落实落地。

张军扩说，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深
化国资国企改革，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
切实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各项要求
落到实处。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正当其时。
2024年是中国分税制改革30周年。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
制改革。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如何推进？财政部
税政司司长贾荣鄂表示，将完善税收制度，优
化税制结构，健全地方税和直接税体系，推进
更好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
性、保障性作用。

金融领域改革也是各界关注重点之一。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

发展专题研讨班召开一个多月来，金融领
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正在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扎实推动金融
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与此同时，中央
层面的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已基本完成，开
年以来，筹备已久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
革逐渐落地。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经济学院院长方洁
说，要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实现金融
监管全覆盖，强化中央与地方协同监管，加强
问责力度，强化“对监管的监管”。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
支持北京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

示范区建设工作方案、上海自贸试验区全面
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80条措施……近
期多个高水平开放政策接连落地。

从中不难看出，数字、金融、电信等领域
成为新一轮扩大开放重点，以高水平制度型
开放推动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正成
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主旋律。

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
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说，只有牵住制度型开
放的“牛鼻子”，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建
设推动改革向体制机制的“深水区”“无人区”
迈进，才能实现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在
制度层面的高度统一。

各方期待，2024年全国两会进一步聚焦
高质量发展，为以硬道理打造出过硬的发展
业绩凝心聚力！ （新华社）

深刻领悟高质量发展这个硬道理
——2024年全国两会前瞻（中）

“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深刻总结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五个必须”规律
性认识，其中这个“硬道理”居于首位。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在这个重要年份召开的全国两会，如何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个硬道理，进
一步擘画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施工图，备受各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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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游客在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园区内体验冰雪娱乐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