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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与
新质生产力：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

沈梓鑫，江飞涛

［摘　要］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不断涌
现，前沿技术驱动的新兴产业代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我国的生产力水平
在新劳动资料、新生产工具和新劳动对象的组合下呈现新的质态，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
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内的新兴产业具有颠
覆性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布局前瞻性强、市场和组织不确定性高、技术赶超机会多等特
征，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载体。由于新兴产业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形成在技术来源、
要素组合和产业基础上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围绕新兴产业创新的技术策源和制度设
计成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机制的重要动力和主要内容。在演化经济学分析范式下，新兴产
业激进创新的扩散依赖于核心要素、基础设施和经济组织三个要素的协同演化，在培育
新质生产力目标的导向下，未来我国产业战略应着力于促进新型生产要素的积累利用，
加速新型基础设施的完善升级，积极推动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前瞻谋划未来产业的布
局等方面。
［关键词］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创新；颠覆性技术；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０７２（２０２４）０６－０１１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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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进入新发展阶段，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加速演进，以颠覆性和关键

性技术为主要驱动的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实现新的跃迁，呈现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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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态，以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涌现为重要特征，摆脱了传统的经济增长路

径，形成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律的新质生产力。２０２３年９月７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黑龙江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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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
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

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全面把握新一轮科

技革命突破方向，推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区别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须由更多运用新技术的新产业承载，与新兴产业

存在紧密关系，也就是说，科技创新密集的新兴产业更适合成为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

要载体。当前恰逢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在梳理归纳新兴产业创新特征的前提

下，从理论层面阐释分析新兴产业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形成之间的逻辑关系，明确在技

术革命浪潮兴起与拓展过程中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本质和方向，进而在实践层面寻找

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动力来源和机制路径，成为新发展阶段激发我国创新活力的重要

议题。

本文将在演化经济学技术经济范式的分析框架下着力于探讨以下问题：新兴产业

创新的主要特征究竟有哪些？新兴产业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形成之间是否存在着紧密

的逻辑关系？如果存在，那么如何在实践层面以新兴产业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余

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界定新兴产业范围的基础上，围绕新兴产业创新的内涵

和主要特征进行提炼归纳，并进行前景展望；第三部分，在演化经济学和产业经济

学的视角下阐释新兴产业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形成之间的理论逻辑关系；第四部分，

从实践层面提出以新兴产业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主要路径；第五部分，探讨

在以新质生产力培育为目标的导向下，未来我国产业战略的着力点和具体的产业政策

选择。

二、新兴产业的范围界定与主要特征

　　（一）新兴产业的内涵和范围界定
“新兴产业”在学术界和政策界通常被置于不同的语境下作为产业经济和技术创新

的相关概念进行解读，但很少有研究对其进行明确的概念和范围界定。早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从企业竞争战略角度出发，将“新兴产业”（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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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ｕｓｔｒｙ）作为“受威胁产业”（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的对立概念提出，认为“新兴产业是
新形成的或重新形成的产业，其形成的原因是技术创新、相对成本关系的变化、新

的消费需求的出现，或其他经济和社会变化将某个新产品或服务提高到一种潜在可

行的商业机会的水平”①。国内最初有产业经济学者为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将

“新兴产业”作为基础概念进行梳理定义，认为新兴产业是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的部

门，它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新的产业”②，从技术创新

角度来看则是“由前沿技术不断发展进而工程化、产业化并不断壮大形成的产业”③。

在产业经济和技术经济的研究中，“新兴产业”被认为是一个动态概念，即某些产

业只在一段时间内属于新兴产业，而当该产业所应用的技术进入成熟期后，就不再属

于新兴产业的范畴了。④ 也就是说，在界定新兴产业的范围时，需加入一个时间或阶

段的重要维度进行刻画。贺俊和吕铁⑤的研究认为，应该基于“产业动态性”（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的研究，将新兴产业定义为处于产业生命周期中“初创期”的产业⑥，而“初

创期”指的是从技术培育到产业化再到产业进入者数量达到顶峰期间，也就是应该包

括新兴产业出现初期、产业增速很低甚至产业化未开始的阶段，以及进入产业高速增

长和技术接近成熟之前的阶段。

从技术和市场结构角度来看，近年来广受热议的“未来产业”是尚且处于技术发展

初期和市场孕育孵化阶段的产业，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简称“战新产业”）是已经具

有一定产业规模且仍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产业⑦，而进入技术成熟期后，主导产业是具

有较大规模且增速较快的产业，支柱产业是已经形成可观规模的产业⑧，“未来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产业—支柱产业”这四种产业形态存在时间上的继起性和演化

发展关系⑨（如表１所示）。本文认为，基于产业生命周期和产业组织理论，在考虑技
术成熟度、产业组织结构稳定性、产业规模增速等因素的基础上，“新兴产业”应该是

指主导技术尚未成熟、产业化未形成较大规模，仍有很大市场潜力的“初创期”产业，

也就是说，涵盖了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两个部分。演化经济学家在对历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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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迈克尔·波特著，陈小悦译：《竞争战略》，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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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浪潮进行考察的基础上，认为一种激进创新①会导致新产品出现，在产生一个新

产业后就会有一个密集创新和最优化的初始时期，这个阶段技术创新与市场的交互作

用会决定技术改进的方向，这之后连续不断的渐进式创新将提高产品质量、生产过程

的生产率和生产者的市场地位，并最终在技术成熟时达到高潮②，在这个过程中作为

激进创新载体的先导产业③属于新兴产业的范畴，而促进先导产业部门成长的过程也

就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的过程。

表１　四种产业形态的演进关系和特征对比表

产业形态
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
主导产业 支柱产业

技术成熟度
技术发展初期，技术

性能进步缓慢

技术研发投入增加，

技术进步开始加速

技术达到极限后，创

新速度开始减缓

技术进步曲线变得

平坦

产业规模 产业规模非常小
开始实现大规模产

业化

产业规模增速开始

放缓

产业已经形成可观

的规模

产业发展潜力 巨大 较大 较小 很小

产业生命周期 萌芽期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本文尝试在产业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演化经济学“技术
革命浪潮”的分析视角，对“新兴产业”的内涵和范围进行如下界定：从产业发展阶段

来讲，新兴产业是随着科技生产力水平提高而出现的新产业、新部门；从产业包含门

类来看，新兴产业主要包括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行业部门④；从技术革命浪

潮动力来说，新兴产业是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的产业部门，且通常是每一轮技术革命

浪潮的先导产业。

（二）新兴产业创新的主要特征

伴随着新技术创新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无论是最初期的未来产业还是

处于高速增长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均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具有发展成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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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本文中提及的“激进创新”（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和“颠覆式创新”（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颠覆性技术创新”是同义词，属于同一类
概念范畴，是指改变游戏规则并创造巨大财富和价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用于强调对既有主流技术、产品市场和商

业模式有颠覆性突破和超越的创新活动，颠覆性创新破坏性很强且方向具有不确定性。与之相对应的概念为“渐进创新”和“持

续性创新”（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这类概念的最大特征是指基于主流消费者市场最早已形成的产品价值维度来界定的产品性能
能够在创新中得以提高，而这种在既定产业内的技术进步往往是渐进的、持续性的创新活动。参见沈梓鑫、贾根良：《美国在

颠覆式创新中如何跨越“死亡之谷”？》，《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挪威］埃里克·Ｓ．赖纳特著，贾根良、王中华等译：《穷国的国富论》（下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Ｆｒｅｅｍａｎ，Ｃ．，Ｌｏｕｃａ，Ｆ．，ＡｓＴｉｍｅＧｏｅｓｂｙ：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关于新兴产业的范围，笔者认为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进行界定，狭义的新兴产业主要包括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但广义的新兴产业，除了包括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还包括传统产业中能够被新技术改造升级的产业。为方便

后文做对比研究，本文采用狭义的定义，即从行业部门来说，新兴产业主要是指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不涉及传统产

业中能够被新技术改造部分的讨论。



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巨大潜力。也就是说，新兴产业的创新将关乎一国在新一轮技术

经济范式导入期，能否顺利实现新旧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充分把握新兴产业创新的

主要特征，将有助于后文分析理解新兴产业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形成之间的逻辑关系。

本文从“新兴产业”的概念和内涵出发，结合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技术创

新的演进规律，认为新兴产业创新的主要特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１．核心技术的颠覆性和前沿性
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是技术创新，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处于主导技术接近

成熟之前的“初创期”阶段，也就是说这个阶段产业的核心技术突破更具“创造性毁

灭”特征，或者是有较多的颠覆性技术出现，或者是产业的主导技术仍然有持续进行

创新改进或替代的机会。基于弗里曼和苏特①对不同类型创新的不确定性程度进行的

划分，产业化之前“新兴产业”所涉及的基础研究与发明、开创性产品创新和工艺创

新、基本产品创新等创新活动比产业化之后“既有产业”所涉及的专利创新、产品创

新、工艺改进等创新活动具有更高的技术不确定性，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等为主要

内容的颠覆性创新活动正是新兴产业形成和发展壮大的基础。②③ 新兴产业作为新一轮

技术革命浪潮的先导产业，通常率先出现激进创新并向其他产业扩散，具体地，支撑

和驱动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是具有突破性和颠覆性的前沿技术，④ 而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战略性”则主要体现在产业所基于的主导技术具有未来性和突破性，⑤ 因此引

导新兴产业创新的核心技术通常是颠覆性和前沿性的技术，其技术演进的路线则具有

巨大的不确定性。

２．产业布局的前瞻性和战略性
从产业发展阶段来看，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这四种

产业形态存在演变时间上的继起性。根据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的定义，

主导产业是能够依靠进步或创新取得新的生产函数，从而有效带动其他产业快速发展

的产业。⑥ 支柱产业是产业规模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

重要战略地位，起着支撑作用的产业。⑦⑧ 从产业体系和经济结构演变的接续性规律来

看，没有哪一种产业形态是凭空出现的，随着核心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进程的加快，

现在的未来产业会逐渐成长为“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后天”的主导产业乃至最

终的支柱产业。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新兴产业都会成长为主导产业乃至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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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华、王怡帆：《未来产业的演化机制与产业政策选择》，《改革》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贺俊、吕铁：《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政策概念到理论问题》，《财贸经济》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冯江华、王峰：《主导产业、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辨析》，《生产力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冯赫：《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若干思考》，《经济研究参考》２０１０年第４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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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某些产业也可能在产业化阶段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因此，只有新兴产业创新

的产业布局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才能保证这些产业未来成长为主导产业和支柱产

业，从而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起到强大的带动作用。

３．市场和产业组织的不确定性
包括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内的新兴产业的创新活动，无论是市场需求还

是产业组织方面都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新兴产业处于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新

兴产业创新所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新技术产品开发出来后定位寻找早期用

户需求和培养新兴消费群体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导致新产品的市场化存在巨大的不

确定性。此外，在新兴产业的形成初期和产业化阶段，存在着颠覆式创新和渐进式创

新两类创新形态，前者更多地依赖于创新型企业进行关键技术的突破，对应着高进入

率、低市场集中度和高创新频率的产业组织方式；后者则依靠在位企业积累的技术能

力进行创新改进，对应着高进入壁垒、高市场集中度和低专利申请的产业组织方

式。①② 新兴产业创新方向和强度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技术创新主体和产业组织方式具有

较高的不确定性。

４．技术赶超的第二种机会窗口
按照新熊彼特学派代表学者佩蕾丝和苏特等人提出的技术窗口理论，后发国家的

技术追赶存在两种机会窗口：“第一种机会窗口”只与传统产业有关，③ 指的是后发国

家在成熟技术上追赶发达国家的可能性；“第二种机会窗口”则与激进的新技术革命和

新兴产业有关，指的是后发国家把握技术经济范式切换的机遇期，通过还未成型的前

沿技术突破更有可能获得技术赶超的机会。④ 经济史上美国和德国从第三次技术革命

浪潮的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入手，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并实现对英国的赶

超经验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理论观点。⑤ 也就是说，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在成熟技术和

传统产业中存在的技术赶超机会比较少，因为先发国家已经实现技术、规模、标准和

产业生态联盟的锁定；⑥ 而在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中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可能性

很大，这是因为后发国家组织对传统技术和产品路径依赖较弱，新技术更易在后发国

家快速扩散。⑦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爆发之初，后发国家更易在新兴产业和前沿技术领

域结合用户的动态反馈进行相应的新产品工艺改进，并依靠国内市场规模条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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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获得对发达国家技术赶超的“第二种机会窗口”。

　　三、新兴产业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形成机制的理论逻辑：一个演化经济

学的视角

　　（一）新兴产业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基础与历史回溯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亦称“社会生产力”，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使

用一定的生产工具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能力，“这种能力依赖

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体现在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

对象的过程中”。① 在政治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新质生产力本质上属于

生产力范畴，代表了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和产业变革下的生产力“跃迁”，② 是与当

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匹配的生产力质态。进入新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呈现出颠覆

性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布局前瞻性强、市场和组织不确定性高、技术赶超机会多等特

征，这里的“新”主要指的是新技术来源、新产业业态、新要素组合等等，而这里的

“质”的内涵包括了质量、品质、物质等方面的提高，③ 是从数量的增加转变为质量的

优化。

不同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

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

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④ 结合新兴产业的特征

来看，新兴产业创新促使数据等新型劳动对象形成发展，推动智能设备等新型劳动资

料迭代涌现，要求新型劳动者能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并熟练使用新型劳动工具，通过

优化生产力三要素的组合方式，推动生产力结构的持续演变，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

快速形成。

纵观经济史和工业发展史，在演化经济学提出的三次工业革命和六次技术革命浪

潮的历史分析框架下⑤，可以观察到，历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先导产业通常是新兴产业，

而新兴产业的创新也具备了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基础条件。在以蒸汽动力为标志的第一

次工业革命（１７６０—１８４０年）期间，棉纺织业和煤炭等行业是第一、第二次技术革命
浪潮的先导产业，煤、铁为核心投入要素，蒸汽机、机械纺纱机是当时的颠覆性技

术，１８世纪中期的英国正是重点支持以这些颠覆性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发展，从
而取得了世界霸主地位；在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１８４０—１９５０年）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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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和汽车工业等行业是第三、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先

导产业，钢、石油为核心投入要素，钢船、无线电是当时的颠覆性技术，１９世纪的美
国和德国建立了以电力、石油、化工、汽车等为支柱的产业体系，率先实现工业自动

化，完成了对英国的赶超，成为技术革命的领导者；① 进入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标志

的第三次工业革命（１９５０年至今），电子信息、网络通信、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行业成为先导产业，信息、数据、可再生能源等将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

投入要素，② 进入工业智能化时代，③ 新兴产业主要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

造、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以及人工智能、量

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空天科技、生物育种、深地深海等未来产业

领域。在历次技术革命浪潮中，核心要素的更替具有革命性意义，新兴产业所涉及的

核心技术都有一个从研发到扩散应用的不断成熟的过程，④ 也就是需要经历从实验室

孕育孵化的基础研发阶段到跨越“死亡之谷”的商业化转化阶段并最终得以在市场广泛

普及应用的过程。新兴产业不仅源自于前沿和颠覆性的技术，而且其本身也有一个产

生、发展和壮大的成长过程。本文认为，新兴产业作为引导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先

导产业，在一个国家内率先将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成为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从而实现

科技革命领先的过程，实质上正是促进本国新质生产力培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二）以新兴产业创新为核心形成新质生产力机制的逻辑解析

在演化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本文认为，可以从技术动力、要素组合和产业形态三

个层面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条件进行研究，进而解析新质生产力形成机制与新兴产业

创新之间的紧密关系。

首先，从技术维度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来自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等先进技术

以及颠覆性技术群的突破，具有颠覆性和前沿性的技术从研发、扩散到应用都是新质

生产力的形成动力，而新兴产业创新的技术动力来源也主要是颠覆性和前沿性的技

术。在创新路径上，无论是颠覆性的前沿技术还是先进技术均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在技术发展初期出现潮涌现象时，需要耐久资金的支持；⑤ 在创新环境上，新

兴产业的创新空间和市场潜力则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持久的技术动力源泉。

其次，从要素维度来看，新质生产力是覆盖包容全新质态要素的生产力，包括了

传统的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以及技术、知识、企业家精神、数据等新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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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要素，不仅出现生产要素范围和种类的扩展，而且也实现了要素组合方式的创新。①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根植于生产力要素的多样性，新的质态取决于生产力中发挥关键作

用的各种生产要素，② 而当前我国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恰恰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例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引入数据等

新的生产要素，抑或在对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

来健康等未来产业领域目标方向的前瞻部署中，推动要素组合的组织创新和技术复杂

程度的提高。

最后，从产业维度来看，区别于以传统产业为载体的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通

常以运用新技术的新兴产业为承载主体。③ 基于产业组织的特征规律，新质生产力的

形成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息息相关。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

由此所催生的新兴产业作为新部门通常是引领本轮技术革命浪潮核心技术扩散的先导

部门，经过一系列产业融合和形态载体的结构变迁，新兴产业从先导部门培育发展成

为主导产业乃至支柱产业的过程实质上是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

综上，鉴于新兴产业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形成之间存在着技术动力来源、要素组合

方式和产业形态载体上的一致性，因此促进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创新正是推动新质生

产力形成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动力。

此外，从演化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来看，有关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制不仅需考虑上

述技术因素的作用，而且还需考虑制度因素的设计。正如卢荻在演化经济学经典的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框架下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分析所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

仅是数个单一产业的发展问题，也不仅是整个经济模式从粗放（数量型）向集约（质量

型）转换的问题，而是具有根本性的经济结构和制度的系统变革”。④ 本文认为，如果

将新质生产力上升到国家竞争层面进行分析，由于世界各国的生产力水平发展参差不

齐，一国如果要实现技术上的战略赶超，一方面需要抓住“第二种机会窗口”的机遇

期，另一方面需要在经济制度安排上对新兴产业所代表的高质量经济活动进行选择、

培育和维系。也就是说，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制度保障须围绕如何促进新兴产业创

新这个核心问题来进行制度设计，两者在目标设定和方式方法上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由于依托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所创造的新质生产力，其技术特性是以规模效益和范围效

益为主导，势必会促成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形成市场垄断。⑤ 在制度因素设计方面，

既要考虑国家调节的角色作用，也要兼顾考虑如何塑造和调节市场经济等问题，特别

是在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有关大数据这类由新要素组合形成的具有战略性价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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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资产的确权问题，都应被纳入国家调节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考量中来。

　　四、以新兴产业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的实践路径

在演化经济学框架下，引领每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先导产业都是新兴产业，而颠

覆性的激进创新通常在作为先导产业的新兴产业中率先出现后再向其他产业扩散，先

导产业逐渐成长为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过程，就是新质生产力培育形成的过程。本

文认为，研究如何实现以新兴产业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问题，其实就是研究如

何促进新兴产业创新主体进行颠覆性的激进创新，并将新兴产业的颠覆性创新成果通

过直接或间接的产业关联和示范效应进行扩散，带动整个产业体系变化也即技术经济

范式转换的过程。

演化经济学者的研究认为，在给定技术机会的前提下，先导产业的发展受制于三

个因素，分别是核心要素的可得、基础设施的支撑和经济组织的变革，① 激进创新的

扩散只有与核心投入、基础设施和生产组织协同演化，才能促进作为先导产业部门的

新兴产业的成长，也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因此，本文认为，要想促进先导产

业的激进创新，并以新兴产业为载体进行创新扩散，进而形成新质生产力，建议从以

下方面进行努力和实践。

　　（一）关键要素集聚路径
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认为，“在每一次长波中，单个或者多个‘关键要素’变得十

分廉价且普遍可得，它们将诱发一系列潜在的新要素组合”。② 现阶段，驱动新一轮技

术革命浪潮的核心要素已经从之前的钢铁、石油、天然气转变为数据、信息、可再生

能源等关键性投入。③ 为了释放新兴产业作为先导产业的创新活力，应在明确先导产

业扩张所需核心投入的前提下，促进这些新型生产要素的生成、集聚和利用。为了适

应人们发展型、享受型的高质量发展需要，④ 新质生产力的使用要素范围已经从传统

的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扩展到了包括数据、知识、信息、人才等在内的一系列

新的关键要素，而其中，数据要素将成为决定未来工业革命的最稀缺要素，⑤ 也就是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投入。因此，让数据要素变得“廉价可得”，发挥乘数效应变得

尤为重要。此外，由于新质生产力是新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新质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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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组合，① 在当前所处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新型劳动者作为新型劳动资料的

操作者和新型劳动对象的创造者，② 不仅需要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和学习能力，成为

适应数字化、智能化现代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而且在与数据、可再生能源等关键生

产要素融合的过程中，需要引领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关

键要素集聚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实践路径主要依靠两个方面的进展：一方面，数据

要素作为先导产业部门新兴产业的核心投入，它的供给和集聚依赖于传感器、高速通

信设施、芯片、数据库的广泛应用，这就需要国家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云”

技术和“云”设施上进行升级完善。另一方面，需要在作为先导产业的新兴产业中，培

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引进高效率的生产设备和优质的加工材料，才能实现生产力三要

素与数据等新质生产要素的深度渗透融合，从而充分激活以数据要素潜能为核心的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

（二）基础设施承载路径

在演化经济学家看来，核心投入和新产品能够刺激新产业的产生，而新的基础设

施将服务于这些新产业的需要，从而刺激和推动产业部门的迅速成长，③ 也就是说促

进作为先导产业的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实现核心要素投入和关键基础设施

的动态匹配。回顾工业革命的发展历程，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运河、轮船是与生

铁、棉花等关键投入相适应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铁路、蒸汽船是与铁、煤等关键投

入相适应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钢轨、钢制舰船是与钢铁、电

力等要素投入相匹配的交通基础设施，高速公路、机场、无线电是与石油、天然气等

要素投入相匹配的交通基础设施。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信息通信革命成为更具

革命性发展的基础设施革命，④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高速公路是与集成电路相匹配

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在当前所处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中，信息化让位于以智能制

造为核心的工业智能化，包括数据和可再生资源等在内的关键要素需要更为高阶的新

型基础设施才能匹配。例如，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的传输对５Ｇ基站、大数据中心等
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数据的实时传输和灵活安全获取对工业互联网、

物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产生了强烈的需求，新能源汽车的驾驶出行对绿色充电桩的

覆盖普及要求更高。这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对关键要素投入的承载能力成为能否促进

作为先导产业的新兴产业创新扩散以及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以基础设施承载升级

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实践路径主要依靠政府作为公共部门对新兴产业所涉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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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进行全面的升级换代，包括５Ｇ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新能源汽车充电
桩、智慧能源设施等在内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的完善将为数据、可再生能源等关键要

素的积累和配置提供有力支撑，从而为以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产业提供

扩张的平台和空间支撑，形成以数字生产力、绿色生产力为表现形式的新质生产力。

（三）经济组织变革路径

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认为，新兴产业创新会带来新技术和新产品，但如果没有与之

相适应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那么这些创新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所代表的技术

进步就只能是一种“潜力”，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的制度能否适应新技术的变化，都将

影响作为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扩散过程。这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物质

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构成社会经济基础。① 新质生产力属于生产力范畴，而生产组织方式则属于生产关系

范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如果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耦

合的新型生产关系，这将促进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反之则会成为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桎梏。在当前的技术革命浪潮下，作为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投入的数据，具有重

复使用、趋于零的再生产边际成本、强大的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②等特点，信息和知

识等关键要素遵循规模报酬递增的规律，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作为通用技术应

用普及推广，突破了物理空间和时间成本约束，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组织方式也需从

大规模生产方式向更为“柔性”的个性化定制、大规模定制过渡，制度环境上，应打破

那些阻碍数据等资源要素实现通用、复用的制度障碍。③ 以经济组织变革促进新质生

产力形成的实践路径主要包括：一方面，鼓励企业积极进行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从

组织模式、研发模式、生产模式、营销模式等方面进行组织内部管理的变革，带动网

络组织间的制度安排优化，促进新技术的创新和扩散，提高数据要素的附加值。另一

方面，经济制度上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促进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在行

业准入标准、知识产业保护和产业边界划分等公共政策上完善构建适应新型产业组织

的规则和制度体系。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前文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下，分析阐释了以新兴产业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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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研究认为，新兴产业是一个动态概念，主要是指在技术接近成

熟之前、核心技术创新更具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特征的产业“初期阶段”，包括了未

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具有颠覆性技术创新、前瞻性产业布局、不确定

性市场和组织、技术赶超机会多等特点，在工业发展史上历次技术革命浪潮下，率先

进行激进创新的先导产业通常是新兴产业。从理论逻辑上看，新兴产业创新与新质生

产力的形成不仅在技术来源、要素组合与产业基础上紧密相关，而且在制度设计的目

标设定和方式方法上也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因此新兴产业创新成为促进新质生产力

形成的重要动力和制度完善的主要内容。在技术机会给定的前提下，新兴产业的激进

创新能够改变经济规则并创造巨大财富价值，将科学发明转化为商业化技术、产品和

服务，① 而这些激进创新的扩散依赖于与核心要素、基础设施和经济组织这三个因素

的协同演化，只有这样，作为先导产业的新兴产业才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示范效应，

带动整个产业体系的改变，在实现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同时完成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

产力的更替。

为了加快实现以新兴产业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本文建议将未来我国

产业政策的着力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要素的升级和组合，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新的动力来源。进入数字

时代，随着数据成为驱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核心要素，新能源、新材料、知识信

息等作为关键劳动对象进入生产过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能够掌

握新型生产工具。为激发释放新生产要素的活力，我国应加快数据等新型要素的积累

和开发利用，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培育适应新一轮技术革命发展的新型劳动者，促

进装备工具、技术工艺、产品服务的数字化、绿色化和智能化。

第二，加速升级新型基础设施，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平台设施支撑。作为劳动

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基础设施的完善升级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的必要条件。

为适应社会发展对基础设施类型和功能更新的新要求，我国应推动新一代信息通信基

站、算力设施、智能充电桩、智慧能源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为适应数字经济、绿

色经济等新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和设施平台的支撑。

第三，积极推动生产组织变革，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制度环境保障。生产组织

方式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在数字经济条件下，为塑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质生产

关系，我国应开放包容地进行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引导企业进行内部组织的革新，

带动网络化创新生态系统的制度安排优化，打破阻碍数据资源等新型生产要素充分流

动的制度障碍，在生态化市场体系中优化制度环境并释放数字化红利，激发市场主体

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活力。

第四，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布局，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持续发展潜力。未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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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处于产业生命周期萌芽阶段的新兴产业，属于熊彼特式“产业突变”范畴，具有明显

的“创造性毁灭”特征，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潜力巨大。为抢占未来科技发展先机，应积

极推动建立我国未来产业的先导区，超前谋划生成式人工智能、未来健康、新型储能

等未来产业的优化发展，从而发挥未来产业对新质生产力培育形成和持续发展的长期

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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