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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促进经济增长持续健康发展,把握新工业革命浪潮,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

动权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文明确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及内涵,揭示其理论逻辑、战略价值和实现路径。 结

合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背景与相关论述,文章认为新质生产力必须具有“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高效低耗和

环境可持续”“高品质生活和社会服务均等化”“数字赋能”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特征。 解构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所积累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政策环境保障,对比分析中国与全球主要国家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现状,以客观把握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优势与不足。 分析在

内部面临产业升级滞后与创新能力不足、资源与环境约束、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老龄化与劳

动力成本上升、政府治理效率还需提升等“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外部遭受贸易争端、技术封锁、人权和

意识形态威胁、国家领土争端等“修昔底德陷阱”的压力下,新质生产力破解经济高质量发展难题的战略

指导意义。 进一步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为国家提供了强大的安全保

障,有助于构建坚固的国家安全体系。 在此基础上,国家安全稳定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两
者相得益彰。 最后,提出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注重新质生产力的均衡布局;从内部加强自我建设,释
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能,破除“中等收入陷阱”魔咒;打造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给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提供基础保障,破除“修昔底德陷阱”魔咒,支撑构建强劲有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均衡发展;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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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

在“逆全球化”浪潮与全球科技创新协作现实要求“悖论”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日益加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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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和变革挑战。 为适应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并提升国家竞争力,各国纷纷加大科技创新和产

业转型力度,探索新生产力模式。 正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中国,面临着传统资源密集型、劳动

密集型产业增长乏力、边际投资效益下降等现实问题,尤其需要进行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转型

升级[1] 。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瞄准世界科

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2] 。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3] 。 2020 年,习总书记进一步指示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

机遇,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4] 。 2023 年 9 月,在
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5] 。

从概念上看,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具有高效能、高质量的特

点,区别于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资源能源的生产力发展方式,是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符合

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驱动力[6] 。 第一,相比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侧重于科技创新,通过引入新技术、新产

品、新模式和新业态等创新元素,推动生产力实现革命性跃升。 第二,新质生产力被视为高效率、低
能耗的生产力形式,通过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推动绿色能源、清洁生产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和碳足迹。 第三,新质生产力可以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并且通过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和

互联网的发展,促使人们能够更加平等地获得各类公共服务。 第四,新质生产力是数字时代更加融

合且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 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与传统行业的跨界融合,新的生产力形态得以形

成,进而推动各个领域的升级和转型。 第五,通过数字经济的兴起,政府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

工智能技术,实现精准决策和科学治理,优化公共服务和资源配置。 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为

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便利,增强了民众的参与感和满意程度。 因此,新质生产力具备“科

技创新驱动”“产业高效低耗和环境可持续”“高品质生活和社会服务均等化” “数字赋能”和“国家

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特征。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充分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国内外复杂多变环境的审

时度势。 一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传统产业面临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资源

成本不断上升等问题,经济增长动力不足[7] 。 新质生产力旨在利用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等手段,
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发展的新突破,使中国能够适应国际竞争环境变化,不断提升自

身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是推动市场多样化、增强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动力源泉[8] 。 二是国内外对环

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正面临着压力[9] 。 新质生产力追求的

是如何利用科技手段,实现经济的高效、低碳、环保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符合国内外对环境友

好型产业和绿色发展的需求。 三是在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过程中,人们对于生活和社会服务的期

望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人们渴望通过科技获得更高品质的生活体验,包括更智能、便捷、舒适的

生活方式。 同时,数字技术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发展,也使公众对于社会服务的均等化需求日益增

长。 四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科技进步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为

中国以人口绝对数量为标识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必将是人力资本红利,而人力资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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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最大化不仅取决于人均接受教育的程度,还取决于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应用效率的不断

提高[10] 。 国内外的科技发展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新技术的涌现对传统产业产生了巨大

冲击。 因此,中国需要跟进科技前沿、推动技术创新,以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
五是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体现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新质生产力推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通过数字赋能,加速实现政府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各级政府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及效能,以促进区域、城乡社会经济

协调发展,增强社会服务高质量均衡化发展为重要抓手,不断提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幸
福感和获得感,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

新质生产力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科技创新,要求中

国提高科技研发投入,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培育和吸引高水平的科技人才,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和应用,推动中国经济迈向创新驱动型发展。 第二,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培育新产业,要求中国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推动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和环境友好方向升级,培育和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协同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推动绿色生产

方式和循环经济模式,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治理,推进低碳转型,促进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三,新质生产力要求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包括交通、通信、能源、教育、医疗

等领域,以支撑高品质生活和社会服务均等化。 第四,新质生产力的兴起离不开数字化和信息化的

支持,要求中国在推进“互联网+”行动的同时,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

据管理和隐私保护,推动数字技术在各行业的应用创新,提升经济发展的智能化水平。 第五,新质

生产力要求通过新技术和数字赋能,不断提高政府干预市场的精准性和效率,减少政策失误,增强

政府服务人民的能力,降低管理成本,促进干群团结,支撑社会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通过引入新技术、新模式、新产品和新产业,新质生产力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

扩大市场规模、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以及保护环境,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并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比

较优势。 因此,新质生产力是摆脱外部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干扰的生产力支撑,也是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物质技术保障,同时是中国科学应对百年

变局、重塑竞争格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11] 。
为系统讨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和必然性,本文第二部分通过数据图表分析,客观描述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基础与现状;第三部分从对内和对外两个角度提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科
学解读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蕴藏着巨大的战略价值;第四部分论述新质生产

力是推进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国家安全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第五部分总结并提出政策

建议。

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础与现状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飞速进步,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

升的重要因素。 在全球创新竞争中,中国正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展开着激烈的竞争,争夺新质生产力

的制高点[12] 。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对于中国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

全面了解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有必要分析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础和潜力,借鉴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比较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新质生产力水平,了解中国在全球创新竞争中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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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优势及挑战。
(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础

在科技创新方面,中国持续加大投入,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

中国的研发经费支出高达 3. 1 万亿元,约占 GDP 总量的 2. 6%,教育经费占 GDP 总量的 5. 1%,专利

授权数量达到 432. 3 万件(图 1)。 2022 年高等教育普及率高达 59. 6%,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

专业技能的人才超过 2. 4 亿人,人才储备雄厚,为推动创新和现代化提供了坚实支持[13] 。 代表性科

创企业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对世界科技进步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例如,华为在全球范围内获得

多个 5G 商用合同,并在 5G 技术标准、专利申请数量等方面名列世界前茅。 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

公司在人工智能、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比亚迪、长城、吉利、长
安、奇瑞、理想、宁德时代等汽车和新能源电池企业,正在对全球汽车产业链条产生翻天覆地的

冲击。

图 1　 2003—2022 年中国研发投入、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重及专利申请授权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产业高效低耗和环境可持续方面,中国致力于推动产业高效低耗绿色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2021 年,工业能源消耗强度为 0. 93 吨标准煤 / 万元,比 2003 年下降 63%,这意味着单位

GDP 的能源消耗量降低,表明工业部门在相同水平的经济增长下减少了能源使用量。 此外,能源结

构调整日见成效,碳排放得到了有效控制[14] 。 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为代表的化石能源占比由

2002 年的 71. 8%下降至 2021 年的 61. 3%,以风电、核电、光伏、天然气为主的清洁能源占比由 2002
年的 7. 4%增加至 2021 年的 25. 9%(图 2)。 碳排放强度持续降低,在 2019 年提前完成了 2015 年提

出的“2020 年碳排放强度比 2005 年下降 40%到 45%”的目标,意味着在获得相同经济产出的情况

下,排放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少,碳排放控制成效显著[15] 。 并且,中国环保产业在过去的五年里年均

增长率超过 10%,已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绿色亮点和新增长点[16] 。
在保障高品质生活和促进社会服务均等化方面,中国致力于加强基础设施的公共服务能力,为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条件[17] 。 铁路总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和城市轨道交通总里程

持续稳定增加。 截至 2021 年,中国轨道交通运营里程、铁路营业里程、高速公路里程分别达到 0. 9、
15. 1 和 16. 9 万公里,均位居世界第一。 此外,全国公路桥梁达到 96. 11 万座、7

 

380. 21 万米,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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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桥梁 7
 

417 座、1
 

347. 87 万米;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总计 156. 85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2. 96 亿标

箱;民用航空机场达 256 个。

图 2　 2002—2021 年中国能源结构与碳排放强度

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世界银行数据库。

在推动数字转型,助力数字赋能方面,中国在互联网普及、移动支付、电子商务、人工智能应用、
5G 通信等方面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截至 2023 年 6 月,我
国网民规模达 10. 79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6. 4%;是全球移动支付领域的领头羊之一,根据中国支

付清算协会发布的数据,2022 年全年非银行支付机构转移支付交易总量为 348. 06 万亿元人民币;
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庞大且持续增长,2022 年中国网络零售交易额达到 13. 79 万亿元人民币;在人工

智能(AI)领域,中国拥有 8
 

000 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排名全球第二,2022 年市场规模为 64. 68 亿美

元,在相关政策引导和扶持下,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仍在不断扩大[18] ;在 5G 通信技术方面,截至

2022 年,中国已建成 231. 2 万个 5G 基站,总量占全球 60%以上,全国有 110 个城市达到千兆城市建

设标准,5G 用户达 5. 61 亿户,在移动电话用户中占比接近一半,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2. 75 倍[19] 。
在加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中国政府致力改善政府效能、公共服务、法治建设、社会稳定

等,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保障。 2020 年,国务院推动企业开办时间压至 4 个

工作日以内,而部分省市的企业开办时间更是缩短至 1 个工作日,审批时间和流程大幅缩减,政府

办事效能大幅提升;2022 年中国义务教育普及率高达 95. 5%,城乡居民医保覆盖率稳定在 95%以

上,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加强;根据《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 2020-2021》,中国司法文明的发展趋势

是向上的,总体是进步的,法治建设正不断完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中国 2022 年起诉暴力犯

罪人数为近二十年来最低,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
(二)中国与主要经济体的新质生产力比较

数字经济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通过数据的快速传输、存储和分析,推动了经济的创新、增长和

转型,已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20] 。 第一,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已初具规模,从总量指标来看,中国数

字经济规模在 2021 年达到 7. 1 万亿美元(表 1),仅次于美国(15. 3 万亿美元),为德国和日本的 2
倍,韩国的 6 倍,并远超印度、加拿大、意大利、巴西和俄罗斯等国家。 第二,从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重看,2021 年美国、德国和英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重均超过 65%,位居世界前三;日本、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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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法国紧随其后,数字经济规模在 50%左右;而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重仅为 39. 8%。 可

见,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虽然庞大,但在 GDP 中的相对比重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第三,从数字

经济规模的变化趋势看,全球主要经济体数字经济规模在 2020—2021 年均保持着增长趋势。 其中,
中国同比增速最快,印度和加拿大次之,而美国和日本的增速相对较慢。 第四,从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重的变化看,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占比总体

由 2020 年的 38. 6%增长至 2021 年的 39. 8%,相较其他主要国家,其增速处于第一梯队。
事实上,上述成就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将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的战略决策。 在

推动智能制造、促进物联网、发展数字商务等政策引导下,可以预见的是,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还将具

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且在国民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表 1　 2020—2021 年全球主要国家数字经济规模

国家
数字经济规模(万亿美元)

2020 年 2021 年
同比增速

数字经济规模占比 GDP(%)

2020 年 2021 年
占比变化

美国 13. 6 15. 3 12. 6 65. 0 65. 7 0. 7

中国 5. 3 7. 1 32. 3 38. 6 39. 8 1. 2

德国 2. 5 2. 9 13. 3 66. 7 67. 5 0. 8

日本 2. 5 2. 6 3. 7 49. 4 51. 3 1. 9

英国 1. 8 2. 2 21. 2 66. 0 69. 4 3. 4

法国 1. 2 1. 4 14. 9 45. 6 46. 1 0. 5

韩国 0. 8 1. 0 13. 6 52. 0 53. 2 1. 2

印度 0. 5 0. 7 25. 5 20. 7 21. 6 0. 9

加拿大 0. 4 0. 5 24. 7 26. 7 21. 8 -4. 9

意大利 0. 4 0. 4 13. 5 20. 0 17. 9 -2. 1

巴西 0. 3 0. 4 12. 9 21. 5 18. 9 -2. 6

俄罗斯 0. 3 0. 3 21. 5 18. 6 18. 2 -0. 4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世界银行。

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需要拥有相应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一个国家能够大规模地出口

高科技产品,表明其在技术研发、科学创新和高端制造等方面具有较高的能力和优势,进而反映出

该国拥有高水平的新质生产力,以满足国际市场对高端技术产品的需求。 从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

口规模看(表 2),2009 年高技术出口仅为 3
 

592 亿美元,2021 年达到 9
 

423 亿美元,实现了快速增

长,并领先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1
 

692 亿美元),是日本的 8 倍、英国的 15 倍,并远超美国、
日本、英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发达经济体的高技术出口规模总和。 从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比重

来看,中国高技术产品在制造业出口中占比超过 30%,美国、日本、英国这一比重在 20%左右,印度

和俄罗斯在 10%左右(图 3)。 现阶段,中国主要出口的产品种类包括手机、计算机及零部件、航空航

天设备、高铁设备等[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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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9—2021 年全球主要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百亿美元)

年份 中国 美国 日本 英国 印度 俄罗斯

2009 35. 9 15. 1 10. 4 4. 9 1. 1 0. 5

2010 47. 4 16. 6 13. 0 6. 7 1. 1 0. 5

2011 54. 0 16. 6 13. 3 7. 6 1. 5 0. 6

2012 59. 4 16. 9 12. 9 7. 3 1. 4 0. 8

2013 65. 0 16. 9 11. 1 7. 5 1. 8 0. 9

2014 65. 4 17. 6 10. 7 7. 6 1. 8 1. 0

2015 65. 2 17. 5 9. 8 7. 5 1. 5 1. 1

2016 59. 5 17. 4 9. 9 7. 4 1. 4 1. 1

2017 65. 4 15. 5 10. 6 7. 4 1. 5 1. 0

2018 73. 1 15. 4 11. 1 7. 6 2. 0 1. 0

2019 71. 5 15. 4 10. 4 7. 7 2. 3 1. 1

2020 75. 7 14. 2 10. 3 5. 8 2. 2 0. 7

2021 94. 2 16. 9 11. 7 6. 7 2. 7 1. 1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图 3　 2009—2021 年全球主要国家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物质技

术基础,且通过不断完善政府管理体系给予相应政策保障,并在以数字经济和高科技产品生产为例

的新质生产力领域中取得了不错成绩,但数字经济占比 GDP 总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略显欠缺。

三、新质生产力解决经济高质量发展困境的战略价值

(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中国经济在经历四十多年持续而强劲的增长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科
技创新、环境治理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2] 。 然而,随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世界主要经

济体“逆全球化”现象愈演愈烈,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着内部与外部并存的一

系列结构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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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经济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内部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主要体现为一个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难以进一

步实现高收入水平的困境,有的国家在短暂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以后,也会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

而重新回到中等收入经济体之中[23] 。 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综合症”,具
体体现为无法长期持续地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并最终成为发达国家的一种特殊发展状态。 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后,全球有一百多个国家曾经成为像中国目前一样的全球中高收入经济体,但最终能够成

为高收入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数量只占这些国家总数量的 10%左右,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

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没有任何成

功的先例可以模仿,因此,中国如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魔咒,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命题,也
是全球瞩目的最大命题。 在中国经济保持四十多年持续强劲的增长后,中国人均 GDP 出现缓慢增

长特征,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美国脱钩等各种外部因素

冲击之下,尽管中国 GDP 总量持续增长,但是,2022 年和 2023 年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度贬值,使得中

国 GDP 占美国 GDP 的比重从 2021 年的 77%,下降到 2022 年的 71%和 2023 年前三季度的 66%左

右,这是中美 GDP 比值经过长期的提升以后首次出现大幅度下降的情形。 可见,中国要超越美国,
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和发达国家行列是一个复杂而严峻的过程,需要通过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才

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也才能彻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魔咒。
具体来说,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内部挑战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产业升级滞后与创新能力不足。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中以出口导向和低成本劳动力

为基础实现了快速增长[24] 。 然而,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全球产业结构变革,中国面临着产业升级

滞后的挑战。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27. 5%,而美国同期的

数据为 10. 7%,英国仅为 8. 7%(图 4)。 这表明中国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的制造业和重工

业,这些行业具有较低的附加值和创新性,难以带动整个经济升级,导致了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

核心竞争力不足。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最新数据,2019 年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得分为

54. 82,排名仅为第 14。

图 4　 2003—2021 年全球主要国家制造业占 GDP 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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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资源与环境约束。 经济高速发展使得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严重制约了中国的可持续发

展[25] 。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然而,中国的能源资源相对稀缺,煤炭、石油、天然气人均

剩余可采储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58. 6%、7. 69%和 7. 05%,人均能源资源储量远低于世界平

均水平[26] 。 即便如此,中国的能源结构仍然依赖于传统的化石燃料,如煤炭,导致严重的空气污染

和温室气体排放。 并且,能源利用效率相对较低,能源浪费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此外,中国作为世

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国之一,人口众多,对粮食的需求持续增长。 然而,中国的土地资源有

限,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等问题的客观存在导致中国粮食产量难以完全满

足需求,因而依赖进口。 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已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
第三,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巨大。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政策

实施均不相同,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俱乐部收敛趋势[27] 。 东部地区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经济基础,吸引大量人口和投资,形成了较为发达的经济体

系,因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领先于中西部地区。 此外,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较快,
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 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基
础设施投资不足,农业生产规模小,农民收入水平偏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 年中国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9
 

283 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20
 

133 元,尽管最近几年两者差

距逐渐缩小,但目前城乡人均收入之比依然高达 2. 45 倍。
第四,人口结构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上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

口占总人口比重为 14. 9%,预计到 2050 年将达到 35%左右。 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面临老人小孩抚

养比增加、养老金、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压力加大。 同时,妇女生育率持续下降,将导致劳动力供给

逐渐减少。 劳动成本不断上升,劳动力市场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28] 。 与 2022 年同期相比,2023 年

第二季度,包括工资和社会缴款在内的每个工人和每月的平均劳动力成本增长了 5. 8%,单位劳动

力成本的不断攀升使得中国在一些传统制造业领域面临着竞争力下降的问题。
第五,政府治理体系还需完善,治理能力有待提高。 首先是我国市场准入过程中存在门槛过

高、行政审批繁琐等问题,限制了市场竞争和创新的空间。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

2020》数据,中国营商环境总体得分排名全球第 31 位,首次进入全球前 40 位。 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

巨大进步,但是中国在纳税(排名第 105)、获得信贷(排名第 80)和跨境贸易(排名第 56)等领域仍

显滞后。 中国企业财税合规年平均耗时 138 小时,而新加坡仅为 64 小时。 其次是我国一些领域的

法律法规和政策虽然制定了,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制度执行效果不够明显。 最后是我国政府

在跨部门协同方面仍然存在问题,影响了政策协调和推动的效率[29] 。
2. 中国经济遭受“修昔底德陷阱”的外部压力

“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得出的结论,雅典的崛起给

斯巴达带来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借用此概念揭示一个新

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而守成大国必然会采取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压,两者的冲突甚至

战争在所难免[30] 。 在中美贸易争端持续的国际大环境下,中国所面临的“修昔底德陷阱”压力不言

而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对华演讲时提出“投资、拉盟、竞争”六字方针,以对抗和打压中国的

发展[31] 。
首先,“投资”主要指美国将加大对本国基础设施、供应链、教育、科研等领域的投资,以确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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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竞争力。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2021 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拨款将达到 2
 

500 亿美元用于

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旨在确保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过去几十

年,许多美国企业将生产业务外包到海外,导致供应链中的许多环节离岸化。 然而,全球经济和贸

易的动荡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揭示了对供应链的依赖性和脆弱性。 美国政府通过加大对供应链

的本地化投资来减少对外部不稳定因素的依赖,提高美国制造业的韧性和竞争力。 为此,2021 年 3
月,美国总统拜登高调推出为期 8 年、总投资高达 2 万亿美元的“重建美国”基建计划。

其次,美国计划加强与盟友合作,“拉盟”形成一个联合阵线以阻挡中国正常的影响力扩张。 例

如,美国积极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等国建立所谓的“印太联盟”,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威
慑中国的军事影响力。 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三国举行海上联合演习,旨在加强对南海的军事存

在,不断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 在经济方面,美国与盟友加强经济合作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并形

成更强大的阵线。 比如说,美国通过与盟友合作,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并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以在经贸方面对其进行打压。 2019 年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拉拢其盟友国家减少对中国的粮食和能

源的出口,企图引发中国的粮食和能源安全问题。 此外,美国政府还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等

国家共同制定了关于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权问题的制裁措施,试图煽动中国内乱。
第三,在具备资金投入和盟友支持后,美国还将计划有选择性地与中国在科技、经济等多个领

域展开“竞争”。 中国在科技和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美国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通过资金投入和

盟友支持来加强自身的竞争能力。 美国推出了“全面封堵华为”政策,限制了华为在美国及其盟友

国家的发展,此举反映了美国在科技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的态势。 关于经济方面的竞争,2019 年美

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美国政府通过征收关税和实施贸易制裁来遏制中国的海外市场。 根据联合

国贸易数据,2019 年美国对中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其中,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额同比下降了 20. 6%左右,对中国的进口额同比下降了 12. 5%左右(图 5)。

图 5　 2003—2022 年中国对美国的进口额与出口额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

综上,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对内面临着产业升级滞后与创新能力不足、资源与环境约束、区域

城乡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巨大、人口结构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上升、政府治理效率还需提高等问

题。 对外面临来自围绕美国提出的“投资、拉盟、竞争”所引发的经济贸易争端、科学技术封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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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威胁、国家领土争端等一系列危害到国家安全的挑战。
(二)新质生产力破解经济高质量发展困境的战略价值

1. 新质生产力解决内部发展困境的战略价值

第一,新质生产力可以推动产业升级提高创新能力。 首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推动传统产业

向高附加值和高技术领域转型升级。 通过引入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和新产品,可以改善传统行业的

生产方式和效率,提高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32] 。 例如,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可以提升传统制造业的

智能化水平,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 其次,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将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新动

力,例如光伏、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 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将促进经济的多元化和结构优化,提
高产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最后,在结构调整过程中,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有利于增加就业岗

位,为新兴产业提供更多的机会[33] 。
第二,新质生产力可以推动资源高效利用促进绿色发展。 首先,新质生产力提倡技术创新和应

用,通过引入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装备,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环境污染[34] 。 例如,推动智能制造和数

字化技术的发展,提高生产过程的精细化和精准化,减少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 其次,新质生产力

倡导绿色发展,注重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和环境影响。 通过推广清洁能源和清洁生产技术,减少对化

石能源的依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应对气候变化。 最后,新质生产力推动环保产业的发展,通过

创造绿色就业机会,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形成绿色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发展

格局[35] 。
第三,新质生产力可以缩小区域、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首先,新质生产力通过科

技创新,引入新的生产工艺、技术和管理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促进区域、城乡发展的均衡和协调。 例如,中国的高铁发展依靠科技创新,连接了许多发展相对滞

后的地区,提供了快速的交通通道。 高铁的引入使得这些区域的经济活力得到了提升,就业机会增

多,促进了区域的平衡发展[36] 。 其次,新质生产力强调产业高效低耗,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和降低资

源消耗,可以改善资源配置不均问题,减少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 再次,新质生产力追求高品质生

活和社会服务均等化,通过提供高品质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改善农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

条件,提高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减少收入差距的扩大[37] 。 最后,新质生产力借助数字技

术,可以推动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改善区域和城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通过数字赋能,可以

提升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减小城乡数字鸿沟,推动城乡一体化

发展[38] 。
第四,新质生产力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就业岗位。 首先,新质生产力倡导技术创新和自动化

生产,通过智能化、数字化和机器人等先进技术的应用,实现劳动力的替代与优化配置,这可以减少

对劳动力的需求,缓解因劳动力短缺而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 其次,新质生产力强调提高生

产效率和质量,通过先进的管理和生产方式,实现生产过程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 这可以从根本上

提高劳动力的产出水平,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的压力[39] 。 最后,新质生产力也鼓励创新创业

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发展未来产业和服务业,提供更多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40] ,这可以有效吸纳

劳动力,增加就业岗位,减轻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
第五,新质生产力促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41] 。 首先,新质生产力的应用使政

府能够更高效、快速地获取和处理大量数据,以支持决策和规划。 以农村扶贫建档立卡为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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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政府可以精确识别贫困户并建立档案,实现精准扶贫。 全国贫困人口建档

立卡数据显示,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 2015 年的 3
 

416 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9
 

808 元,年
均增幅达到 30. 2%。 其次,新质生产力的应用提升了政府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例如,健康码应用提

高了公共卫生防疫效率,在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广泛使用健康码系统来追踪、检测和隔离病

例,有效阻断了疫情传播。 再次,通过信息技术和数字化平台的应用,政府可以提供更加便捷、快速

和务实的服务,消除地域和资源的限制。 比如医保和社保互联网应用提高了居民异地就医就学效

率。 最后,新质生产力促进社会服务一体化发展,减小了区域和个人获得高质量社会服务的成本,
并实现了时间的节约[42] 。 例如,中国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将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社保、
就业等整合在一起,方便居民一站式办理各项服务需求,居民不再需要去不同部门排队办理不同的

服务,节约了时间和精力。
2. 新质生产力应对外部发展压力的战略价值

第一,新质生产力在解决中美经济贸易争端中具有重要作用。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

新和产品升级,为中国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并帮助它们进入国际市场。 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中国企业可以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 例如,中国的手机制造企业

华为和小米,通过自主创新和高品质的产品,已经在全球市场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传音手机占据

了非洲地区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并同时向拉丁美洲和南亚地区迅速扩展。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

推动了全球贸易的便利和高效,通过电子商务和在线平台,中国企业可以直接进行全球贸易,在贸

易伙伴和市场上实现多元化,降低对任何单一市场的依赖。 不仅如此,新质生产力还可以提高农田

生产力和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对粮食和能源的进口需求。
第二,新质生产力在解决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

快速发展推动了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中国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5G 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

展,具备了自主研发和生产相关技术的能力,这使得中国能够减少对外技术的依赖,降低了美国对

中国技术封锁的影响。 例如,华为在 5G 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上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成为全球通信

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2023 年 9 月,华为 Mate
 

60 系列手机及鸿蒙 4. 0 操作系统的出现,展现了

华为突破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芯片技术封锁的巨大破防能力和勇气。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促进

了全球科技合作和知识共享。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交流。
通过与其他国家共同研发和生产,中国不仅扩大了获取外部技术和知识的渠道,还能通过共享技术

成果而减轻美国技术封锁的影响。
第三,新质生产力对解决美国对中国的人权和意识形态威胁具有重要作用。 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通过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现代化建设,中
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 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权状况得到持续改善。 中国通过改

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福利待遇,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物质基础和自由选择的空间,减轻了美国对中国

的人权指责和意识形态压力。 此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和国际话语权的提

升。 中国加强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提倡多元文化交流与对话。 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国际上得

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和认同,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第四,新质生产力在解决美国对中国的领土争端压力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首先,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带动了中国的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 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前沿技术和海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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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应用,中国能够更好地利用自身资源和技术优势,减轻了美国对中国领土争端的压力。 例如,
中国在南海岛礁建设方面使用了现代化的工程技术,提高了海洋领土建设的效率和质量,巩固了在

南海的主权,减少了美国对中国的领土争端压力。 此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加强了中国的国防实

力和军事技术水平。 中国通过自主研发和生产先进的武器装备,提高了军事能力和实力,这使得中

国在处理领土争端时能够维护自身利益和权益,减少了美国的干涉和施压。 例如,中国自主研发的

歼-20 战斗机和航母等先进军事装备的发展,提升了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谈判地位和军事平衡力

量,降低了美国对中国的领土争端压力。
综上,新质生产力从狭义上重点强调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升级驱动经济增长,从广义上则涵盖

了诸如保民生、保就业、保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其他维护国家长期安全在内的管理要求与内涵。

四、新质生产力是推进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两者相得益彰

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为国家提供了强大的安全保障,有助于构建坚

固的国家安全体系。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为国家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经济实力的增强不仅带来了更强大的资源保障

和自主发展能力,而且为国防和军事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财力支持;新质生产力的增强也提升了国家

在科技创新和信息领域的实力,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国际科

技竞争中具备了更强的话语权和技术能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也推动了国家的全面安全建设和综

合治理,综合安全构建需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努力和协同作用,中国通过加强社会

稳定、扶贫工作、生态保护、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努力,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指数,为国家的整体

安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国家安全稳定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 国家安全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

稳定的环境和保障,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新质生产力需要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充

分发挥其作用。 国家安全可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维护社会各界的合法权益,为新质生产力的

创新和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国家安全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持续的资源保障,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

充足的资源支持,包括人力资源、物质资源、金融资源等,国家安全可以确保资源的稳定供给和有效

配置,防止资源的过度损耗和浪费,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基础;国家安全为新质生产力

提供了市场需求和拓展空间,国家安全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保障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稳定

和扩大,为新质生产力的市场拓展提供保障,并增强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为新质生产力的

出口和国际合作提供支持。
可以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推进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而国家安全稳定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

要条件,两者相得益彰。

五、政策建议

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驱动” “产业高效低耗和环境可持续” “高品质生活和社会服务均等

化”“数字赋能”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征是解决我国内部产业升级滞后与创新能力不足、资
源环境约束、人口结构老龄化等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抵御中美贸易摩擦、科学技术封锁、地缘政治

冲突等困境的有力武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积累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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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政策制度保障,并在以数字经济和高技术产品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 然

而,在高度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并非易事。 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科学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还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继续努力。
(一)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要注重区域城乡均衡发展,努力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

不均衡发展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在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人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相对较

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相对不完善,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甚至形成社会动荡和不安定

的局面。 因此,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一定要秉持均衡发展的原则。 根据姚树洁所提出的“板

链拉动”和“马阵跨阱”理论,我们可以优先发展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较为成熟的东部沿海城市,并在

内陆地区布局新质生产力,打造新一批经济增长点,将新质生产力发展领先型城市定义为快马,而
新质生产力发展落后型城市定义为慢马,让快马城市能够继续稳定向前发展,同时也要让快马城市

的先进技术进步和管理方法扩散影响到慢马城市,激发慢马城市的潜能,使慢马城市以更快的速度

去追赶快马城市,以实现区域间新质生产力的均衡发展[43] 。 区域间生产力的均衡发展,可以减少地

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激发全国性、全域性、全要素性的最大发展潜能,为中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增长

打下坚实的空间地理基础。
(二)从内部加强自我建设,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能,破除“中等收入陷阱”魔咒

一要促进创新驱动,增加科技研发投入,建立更加开放和良性的创新生态系统;支持科研机构

和高等院校与企业深入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鼓励和引进创新型企业、高端人才和海外留学人

才,提升创新能力。 二要深化绿色发展理念,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和节约利用,加强生态保护和恢复;
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改善人民的生存环境,提高居民幸福感。
三要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并促进社会服务均等化,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服务的投入,提高服

务质量和均等化水平;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基本生活权利和社会公平;加强城乡发展一

体化,促进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改变人口的流动格局,缩
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为各个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提高劳动生产率,
释放落后地区的发展潜能。 四要加快数字化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传统经济的数字化水

平;加强网络安全保护和信息化管理,防范信息安全风险;加快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引进人才和劳动

力、鼓励生育、探索社会养老保险和养老改革,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 五要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改革创新政府治理体系,提高政府决策和执行能力;推行效能优先、
权责清晰的绩效管理制度;加强法治建设和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

(三)打造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给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基础保障,破除“修昔底德陷阱”魔咒

一要分化贸易伙伴,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提高对东盟国家、“一带一路”国家、中亚、非洲、拉
丁美洲、俄罗斯等国家的贸易份额。 二要加快国内技术创新,突破美国的技术封锁,争取在关键领

域取得重大突破,解决“卡脖子”问题,减少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技术依存度,争取在国际竞争中

取得话语权和主动权。 三要发展强大的媒体和宣传阵营,通过以事实为基础的媒体报道和宣传活

动,展示国家的真实形象和立场,加强国际传媒资源和影响力,使真实信息得以广泛传播,从而减弱

抹黑行动的影响。 四要加强双边和多边关系,使得中国摆脱被脱钩的风险,通过加强双边贸易、投
资、科技合作等领域与其他国家建立更稳固的关系,进一步提升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积极

参与并推动建立稳定和可持续的多边机制和合作框架,使得中国与其他国家可以共同商讨解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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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性问题,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发展空间。 五要冷静科学对待两岸关系,继续坚持和完善“一国两

制”,推进祖国统一。 六要加强军事国防建设,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敢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

全,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我们没有侵略他人的欲望,但是必须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信心和定

力,以此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对国家安全和长期发展的威胁。 有了安全稳定内外部环境,我们国

内的经济增长才能保持可持续,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并进入发

达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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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par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traditional
 

factors
 

driven
 

to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mprov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promoting
 

sustained
 

and
 

healthy
 

economic
 

growth 
 

seizing
 

the
 

wave
 

of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building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winning
 

the
 

initiative
 

in
 

development.
 

The
 

paper
 

clarifies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reveals
 

its
 

theoretical
 

logic 
 

strategic
 

value 
 

and
 

realization
 

path.
 

Combined
 

with
 

the
 

proposing
 

background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related
 

discussions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must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riven 
 

industrial
 

efficiency
 

and
 

low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high-quality
 

life
 

and
 

social
 

service
 

equalization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It
 

deconstructs
 

the
 

material
 

and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and
 

policy
 

environment
 

guarantee
 

accumula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compare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export
 

status
 

of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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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maj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o
 

as
 

to
 

objectively
 

grasp
 

the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hina 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t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of
 

middle
 

income
 

trap 
 

such
 

as
 

lagg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capacity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unbalanced
 

regional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g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rising
 

labor
 

costs 
 

and
 

the
 

need
 

to
 

improve
 

government
 

governance
 

efficiency.
 

Under
 

the
 

external
 

pressure
 

of
 

Thucydides
 

trap 
 

such
 

as
 

trade
 

disputes 
 

technological
 

blockade 
 

human
 

rights
 

and
 

ideological
 

threats 
 

and
 

national
 

territorial
 

dispute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of
 

strategic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urther 
 

it
 

points
 

out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realizing
 

national
 

security 
 

provides
 

a
 

strong
 

security
 

guarantee
 

for
 

the
 

country 
 

and
 

helps
 

to
 

build
 

a
 

solid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On
 

this
 

basis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re
 

also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the
 

two
 

complement
 

each
 

other.
 

Finally 
 

in
 

order
 

to
 

develop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ternally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hould
 

be
 

released
 

to
 

break
 

the
 

curse
 

of
 

middle
 

income
 

trap.
 

A
 

secure
 

and
 

st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should
 

be
 

fostered
 

to
 

provide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o
 

break
 

the
 

curse
 

of
 

the
 

Thucydides
 

trap 
 

and
 

to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and
 

powerful
 

dual
 

cycles
 

development
 

pattern.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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