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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产业链重构加速，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新发展格局下，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链现代化至关重要。新质

生产力是引领产业链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其发展水平决

定着产业链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本文将从新质生产力

的概念和内涵出发，深入探讨其如何推动产业链现代化，

并提出相应的实践路径。

一、新质生产力与产业链现代化：概念及逻辑

（一）新质生产力概述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

其核心在于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数字技术应用为支撑，

以人才队伍建设为保障，以制度创新为保障，以社会进

步为目标，最终实现更高效率、更强竞争力、更可持续

发展的生产力发展新形态。它不仅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

方向，更意味着生产力发展模式的革新，是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

（二）产业链现代化解读

产业链现代化则是指产业链在科技进步和市场竞争

的推动下，不断优化升级，实现从低端向高端、从粗放

向精细、从传统向智能、从依赖向自主的可持续发展过

程。它并非孤立的环节升级，而是产业链整体实力的提

升，是对市场需求的有效响应能力的体现。这意味着产

业链的现代化需要全方位升级，从生产模式到组织结构，

从技术水平到管理理念，都需要进行深刻变革。

（三）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链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新质生产力与产业链现代化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逻

辑关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产业链现代化提供了强大

的驱动力。首先，新质生产力可以有效疏通产业链的阻

滞点，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手段突破产业链发展

的瓶颈，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推动产业链的畅通和协

同。其次，新质生产力可以有效促进产业链高级化，推

动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实现从低端制造向高端制

造、从代工贴牌向自主品牌、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

转变。第三，新质生产力可以有效培育产业链自控力，

提高产业链的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制约，

实现产业链的自主可控，降低对外部的依赖。最后，新

质生产力可以有效提升产业链附加值，提升产业链的产

品附加值，实现从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从单一产品向

多元产品、从低价竞争向品牌竞争的转变。

二、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链现代化的作用机制

（一）高端链接效应：推进产业链从体系完备向优化

升级转变

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推

动产业链的横向拓展和纵向延伸，实现从体系完备向优

化升级的转变。数字技术的应用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例

如，数字技术可以实现供应链的数字化管理，通过数据

共享、信息互通和流程优化，提高供应链效率，降低供

应链成本，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数字化平

台的搭建可以连接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企业，促进信息交

流和资源共享，提高产业链的整体协同性和效率。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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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可控转变，从代工贴牌向高端增值转变。然而，产业链整合能力不足、产业基础薄弱、自主控制能力不足、附加

值不高等问题阻碍了产业链现代化进程。为此，需要构建完善的创新链条，夯实产业基础，强化创新驱动，提升数

字化水平，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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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还可以推动产业链的横向拓展，通过技术创

新和产品研发，拓展新的产品和服务，开拓新的市场，

实现产业链的横向延伸。例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

以开发出新的产品和服务，拓展新的市场需求，实现产

业链的横向扩展。

（二）效率提升效应：推进产业基础从传统粗放向先

进高级转变

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产业基础的升级改造，提高资

源配置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实现从传统粗放向先进高

级的转变。新技术应用是其中重要的推动力。例如，人

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推动产业基础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人工

智能可以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提高生产效

率，降低生产成本。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可以替代人工进

行高危、高强度、重复性劳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

产成本。此外，新质生产力还可以推动产业基础的升级

改造，通过技术创新和设备更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生产成本。例如，先进制造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生产效

率，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质量，推动产业基础的升

级改造。

（三）创新控制效应：推进供应链从对外依赖向自主

可控转变

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打

破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实现从对外依赖向自主可控的转

变。自主创新是其中重要的推动力。例如，半导体、芯

片等领域的自主研发可以提升产业链的自主控制能力，

增强产业链的竞争力。新质生产力还可以通过科技创新，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瓶颈，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

控，降低产业链对外部技术的依赖。例如，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研发效率，降低研发成本，

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

（四）市场竞争效应：推进价值链从代工贴牌向高端

增值转变

新质生产力能够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强产品竞争

力，推动产业链从代工贴牌向高端增值的转变。品牌建

设、设计研发等方面的创新是其中重要的推动力。例如，

品牌建设可以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竞争力，实现

从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的转变。设计研发可以开发出更

加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提高产品竞争力，实现从代工

贴牌向自主品牌、从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的转变。此外，

新质生产力还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降低

生产成本，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增值方

向发展。例如，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产品质量，

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增

值方向发展。

三、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链现代化的现实困境

（一）产业链整合能力较差，体系延伸受限

我国产业链整合能力较差，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

导致产业链体系延伸受限。企业之间缺乏协同合作的意

识，信息沟通不畅，技术标准不统一，导致产业链效率

低下，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力。此外，产业链缺乏有效的

协调机制，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难以形成产业集群效

应，制约了产业链的整体发展。产业链整合能力不足，

也会导致产业链体系延伸受限，难以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二）产业基础能力薄弱，高端化程度低

我国产业基础能力薄弱，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依赖

进口，导致产业高端化程度低。基础材料、基础工艺、

基础零部件等产业基础薄弱，难以支撑产业链向高端发

展。此外，产业基础能力薄弱，也导致产业难以向高端

化方向发展，产品附加值低，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

（三）产业自主控制能力不足，技术创新陷入瓶颈

我国产业自主控制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

能力不足，导致技术创新陷入瓶颈。基础研究薄弱，应

用基础研究不足，导致技术创新缺乏源头支撑。此外，

产业自主控制能力不足，也导致产业难以进行技术创新，

难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四）产业整体附加值不高，面临数字化竞速挑战

我国产业整体附加值不高，产业链的价值链处于低

端，面临着数字化竞速的挑战。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步伐缓慢，难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需求。此外，产

业整体附加值不高，也导致产业难以应对数字化竞速的

挑战，难以在数字经济时代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四、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链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一）建强创新链条各环节，畅通产业链信息流通道

构建完善的创新链条，加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

究、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等环节的协同，推动产业链创

新能力的提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

产业链发展提供源头支撑。加强应用基础研究，解决产

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难题，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技术支撑。

加强技术研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产业链的自主

创新能力。加强成果转化，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

推动产业链的快速发展。建立健全产业链信息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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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产业链的信息流通道，促进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有效

沟通和协作。建立产业链信息平台，实现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的信息互联互通，促进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鼓励

企业之间开展技术合作，促进技术交流和信息共享，推

动产业链的协同创新。

（二）筑牢产业链发展基础，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未来产业

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提升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

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制约，为产业链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加强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零部件等产业

基础能力建设，为产业链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加强关键

核心技术的研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制约，提升产业

链的自主控制能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不断拓展产业链的延伸和发展方向，提升产业链的竞争

力和发展潜力。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

育，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提升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

积极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

链的整体竞争力。

（三）增强创新驱动赋能，构筑安全包容新高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产业链现代化的核

心驱动力。要增强创新驱动赋能，构筑安全包容的产业

创新生态，才能推动产业链持续健康发展。强化企业创

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是增强创新驱动赋能的关键。要完善科技创新

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企业的知识

产权，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要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吸引更多人才和资源参与创新活动，促进产业链的创新

发展。要鼓励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加强技术研发，提升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要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

产学研合作，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构筑安全包容的产业创新生态，需要营造良好的创

新环境。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企业的知

识产权，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打击侵权行为，维护企业的知识产权，鼓励企业进行技

术创新。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促进知识产权

的流通和转化，促进产业链的创新发展。要营造良好的

创新氛围，吸引更多人才和资源参与创新活动，促进产

业链的创新发展。要鼓励企业之间开展技术合作，促进

技术交流和信息共享，推动产业链的协同创新。要鼓励

企业之间开展知识产权合作，促进知识产权的共享和转

化，促进产业链的协同创新。

（四）强化产业规模优势，提升数字化水平

发挥产业规模优势，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提升产业

竞争力。鼓励企业进行跨区域合作，形成产业集群，提

升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加强产业链协同发展，促进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提升产业链的整体效率。

加速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推

动产业链向高端增值方向发展，提高产业链的整体竞争

力。鼓励企业采用数字化技术，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

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推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加

强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数字化人才，为产业链的

数字化转型提供人才支撑。

结语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产业链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其应

用将带来产业链的全面升级。然而，产业链整合能力不

足、产业基础薄弱、自主控制能力不足、附加值不高等

问题阻碍了产业链现代化进程。通过构建完善的创新链

条，夯实产业基础，强化创新驱动，提升数字化水平，

可以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发

展，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企业还

应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与产业链现代化的融合，构建安

全、高效、可持续的现代产业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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