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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国发院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简称“人大国发院”）是

中国人民大学集全校之力重点打造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现任理

事长为学校党委书记张东刚教授，现任院长兼首席专家为校长林尚立

教授。2015年人大国发院入选全国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

位，并入选全球智库百强，2018年初在“中国大学智库机构百强排行

榜”中名列第一。 

人大国发院积极打造“小平台、大网络，跨学科、重交叉，促创

新、高产出”的高端智库平台，围绕经济治理与经济发展、政治治理

与法治建设、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公共外交与国际关系四大研究领

域，汇聚全校一流学科优质资源，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对中国面临

的各类重大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进行深度研究。 

人大国发院以“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引领者”为目标，以“国

家战略、全球视野、决策咨询、舆论引导”为使命，扎根中国大地，

坚守国家战略，秉承时代使命，致力于建设成为“最懂中国的世界一

流大学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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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

从发展动力、发展机制、发展条件、发展成果分配、发展环境五个方

面体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的科学内涵。发展新质生产

力是贯彻和落实“新的生产力理论”、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

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和要求。新质生产力本质是绿色生产力，

是通过技术创新、劳动创新、产业创新等一系列环节构成的系统，具

备“绿色投资”的特点和优势，为确保绿色投资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

一方面要坚持党对绿色金融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要推动数字技术与

绿色金融的深度融合，发挥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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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

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实现了生产力发展的

速度、质量、效益的有效统一，是建立在以绿色、智能、泛在为趋势

和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的

生产力的质的跃升。结合新发展理念，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把握新质

生产力的内涵。 

第一，在发展动力方面，新质生产力是坚持创新发展的生产力。

当下，科技创新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创新成为新质

生产力的显著标识，新质生产力是创新驱动的生产力。 

第二，在发展机制方面，新质生产力是坚持协调发展的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谋求协调发展的生产力，致力于通过生产力的协调发展

推动城乡、区域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第三，在发展条件方面，新质生产力是坚持绿色发展的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具有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等特征和优势，致力于建设

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致力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致力于建设生态文明。 

第四，在发展成果分配方面，新质生产力是坚持共享发展的生产

力。在消灭剥削和消灭绝对贫困的前提下，新质生产力应该坚持以实

现共享发展为目标，坚持让全体人民共享国家改革发展的各方面成果。 

第五，在发展环境方面，新质生产力是坚持开放发展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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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从顺应全球化转向引

领全球化，促进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和绿色发展。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贯彻和落实“新的生产力理论”的

必然选择 

生产力的发展是在一定生产力理论指导下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

致力于解放和发展中国生产力的同时，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

论的运用和发展。从“第一生产力”到“先进生产力”再到“新质生

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过程。发展新质生产力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习

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

意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动力、新质生产力向现代先进产业

形态的转化路径、绿色生产力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当中的战略地位和意

义、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国要保证第

二个“一百年”目标如期实现，就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高质量发展

要实现发展的质量、速度和效益的统一，必须建立在新质生产力的基

础上。只有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绿色发展，才能实现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保护的统一。只有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安全发展，

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统一。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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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新时代的中国在继续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于解决好生

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必须大力提升发展

的质量、速度和效益，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只有大力发展新质生产

力，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三、新质生产力的绿色本质 

（一）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 

传统生产力具有资源能源高消耗、生态环境高污染等特征和局限，

具有破坏力，实质上是“黑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绿色生

产力，是能将生产力的生态化和生态化的生产力统一起来的可持续生

产力。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即保持绿色底色，是生产力正常进行的

基本条件。在一般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新质生产力有效地实

现了可持续发展。通过对生产力要素的生态化重塑，新质生产力将绿

色、智能、泛在的技术革命性突破成果用于生产力要素的创新性配置，

从而成为了绿色生产力。从科技动力来看，绿色生产力由要素投入为

主转向科技投入为主，是以绿色科技为驱动的生产力。从劳动对象来

看，绿色生产力是以信息等可持续资源为劳动对象的生产力。从劳动

资料来看，绿色生产力为以数智手段为主要工具的生产力。从劳动主

体来看，绿色生产力是以科学的生态文明理念武装起来的一代新人为

劳动者的生产力，是以全面发展的人为劳动者的生产力。在绿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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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对生产力要素的生态化重塑，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的可持

续发展水平，可以有效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 

（二）新质生产力与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产业深度转型三者的关系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

转型升级而催生，其形成是通过技术创新、劳动创新、产业创新等一

系列环节构成的系统，三者之间是层层递进、逐步落实的过程。 

技术革命性突破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动力机制。绿色、智能、泛

在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显著标识和成果。面对全球性

生态环境问题，随着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等一系列学科的发展，绿色

技术成为技术发展的前沿领域成果，能够将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有机

地统一起来，向整个社会发展提出了绿色化或生态化的要求。随着数

字技术、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整个社会向着信息化、智能化、

网络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就有了科技基础。科技创新是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环节。生产力是由

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主体三者构成的系统。劳动对象方面，新

质生产力以信息等可再生资源为重要劳动对象，可以有效节约物质资

源，减少环境污染。劳动资料方面，新质生产力以智能硬件等自动化

工具为劳动资料，实现了人、机、网的有机结合，扩展了人的脑力，

可以有效提升生产力发展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劳动主

体方面，新质生产力更为注重人力资本的实力和劳动者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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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物质载体。新质生产力体

现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上。科技创新和要素重塑必然带动产业及其结构

同样向绿色、智能、泛在的方向发展。因此需要以新型工业化为抓手，

以实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协调发

展为途径，将信息产业化和产业信息化统一起来，将生态产业化和产

业生态化统一起来，促进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数字

经济、生态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实现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三）发挥绿色金融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支撑作用 

传统生产力以资源高消耗和环境高污染的产业为投资重点，具有

“黑色投资”的特点和局限。新质生产力则具有“绿色投资”的特点

和优势。实现从“黑色投资”向“绿色投资”转型，亟需绿色金融的

健康发展和持续发展。 

转向绿色投资，一是加强自然资源和自然资产的投入，夯实国家

的自然资本实力，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可持续自然物质基础。二是

加强在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以带动绿

色就业和巩固生态脱贫成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可持续的社会经

济基础。三是加强绿色科技方面的投入，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可持

续科技动力。四是加强绿色产业方面的投入，培育新的增长极，为发

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可持续的产业基础。 

绿色金融是确保绿色投资的重要政策工具，要努力打造“金融+

产业+生态”的新型业态模式，在增强国家自然资本实力的基础上，

以发展绿色金融为新质生产力提供金融政策支持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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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绿色金融，一方面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绿色金融工作的领导。

在撬动社会资本尤其是境外资本参与绿色金融发展时，应加强绿色金

融监管，完善国家发展绿色金融的政策体系，加强信息披露，防范金

融投机和金融风险，确保国家的金融安全和人民财产安全。另一方面

要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金融的深度融合。具体而言，要完善绿色信贷、

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等绿色金融产品，积极稳妥地推进气候投融

资创新，持续稳步地加强绿色投资。扩大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规模和

效益的同时，也应利用好绿色指数所具有的标尺功能、投资功能、衍

生产品标的功能，引导绿色投资。 

 

 

供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所有权利保留。任何机

构或个人使用此文稿时，应当获得作者同意。如果您想了解人大国发

院其他研究报告，请访问 http://nads.ruc.edu.cn/zkcg/zcjb/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