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五”时期转向高质量发展

加快落实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

任 保 平

摘    要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面对的一个全新的理论问题，“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转向高

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以后，需要从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上回答“为什么要转向高质量发展、什么是

高质量发展，如何转向高质量发展”三个层次的重大理论问题。这三个层次的重大理论问题涉及到转向高质

量发展的客观必然性、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评价体系、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发展方式转变、结构升级、动力转

换和基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等六个方面的论题。“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

阶段是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打造中国经济发展升级版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

的战略目标是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新旧动能的转换，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在评价体

系上要建立高质量发展的评判体系。“十四五”时期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要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实

现从数量追赶向质量追赶的转变。从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两方面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并促进动力转

换，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在新的发展格局上，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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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这个重大判断给中

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进一步把高质量发展

作为“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的根本指向，“十四五”时期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加快落实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以后，需要从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上回答“为什么要转向高质量发

展、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如何转向高质量发展”三个重大理论问题。

一、“十四五”时期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的客观必然性

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是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需要从中国特色发展

经济学理论上回答“为什么要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命题。从理论上来看，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的

客观必然性在于：
 （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是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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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不是总量矛盾，而是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矛盾实质是质

量矛盾，也就是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发展质量不高的发展。针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十四

五”时期必须在继续重视数量发展的同时，要重点解决发展质量加快落实问题，通过质量提升实现数量的

有效增长。一方面，促进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不平衡问题。不平衡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不平衡，主要表

现在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这些结构性失衡导致了资源的误配置。区域发展不

平衡，主要表现在，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在原来东西部差距基础上，南北经济差距进一步加大了。城

乡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大、城乡要素配置不均衡、城乡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另一

方面，促进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不充分问题。不充分问题主要是改革不充分导致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还

不够足，表现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还需营造、市场主体活力还需充分激发、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还需提

高、宏观政策还需优化。创新驱动不充分导致的创新能力还不够强，主要表现在自主创新能力需要提升、

原创成果缺乏，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和前沿引领技术创新不足，创新成果产业化发展水平不高，产学

研协同发展还不充分。开放不充分导致的开放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和

全球产业发展中处于低端，参与国际规则、标准制定的能力还不强，走出去面临的风险和安全压力大。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表明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对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解决就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二）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是打造经济发展升级版的必然要求
 “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中国经济要从规模扩张转变为效率提高，从数量发展版转变为质量

发展版，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加快落实高质量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升级版。一方面，经

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人均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同时过去

快速增长阶段积累的矛盾逐渐暴露，以追求速度为要求的发展路径、发展机制和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持续，

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由于创新能力不足，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实质是财富

的增长，而财富是通过资源消耗生产出来的，同时长期的数量型追赶战略，对资源的过度消耗，使得经济

发展的初始条件和资源禀赋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从人口增长来看，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退，人口结构

的新变化，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力成本不断上升，造成了对长期经济发展的约束，驱动经济规模扩张的廉

价劳动力优势丧失。从自然资源供给来看，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环境污染和资源稀缺性加强，自然资源

构成了对高质量发展的硬约束。同时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需和投资拉动，不仅造成资源过度

耗费、环境的严重污染和能源的短缺，这种发展方式容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为了跨越中等收

入陷阱、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提高国际竞争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由数量型高速发展转向质量效益型高质

量发展，在数量型发展版的基础上打造质量升级版。
 （三）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依据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经济发展是有阶段的，由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资源禀赋条件不同，与

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发展目标、发展任务和发展方式都不同，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呈现出了不同的

发展特征和发展要求。同时按照发展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一般追求数量发展，进入

到高收入阶段就需要追求经济发展质量。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从贫困走向富裕，这时候经

济发展以追赶战略为导向，集中全部的资源，以数量型发展为目标努力实现从贫困走向富裕。进入高级发

展阶段，经济发展的目标就要转向实现现代化。①实现现代化的内容包括人的现代化、企业现代化、产业

体系现代化、经济结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的现代化。因此，“十四五”时期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是

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目标转向现代化目标的必然要求，是支撑新时代现代化发展的重大

战略。不仅涉及到经济的持续发展，更关系到新时代现代化战略的顺利进行。世界银行 2000 年发展报告认

为，经济发展模式影响着发展质量，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同样重要。报告指出经济增长质量要求将促进

经济增长的政策与普及教育、加强环保、增加公民自由措施相结合，最终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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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高质量发展模式与过去发展模式最大的区别就是发展的目标和要求是建立在高质量基础上，高质量

发展模式要通过创新驱动使得经济结构在许多领域实现转型升级。

二、“十四五”时期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的战略目标和评判体系

战略目标和评判体系的研究也是“十四五”时期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一个需要研究的重大理

论问题，需要从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上解决“什么是高质量发展”的命题。高速增长体现的是摆

脱贫困的发展目标，以投资驱动带动规模扩张来追求速度提升和总量扩张。在这种经济模式下我们只强调

经济效益，而忽略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影响了经济的持续与健康发展，形成高速度、高投入、高消耗、

低效益和低质量的增长特征。高速增长的价值判断是快和慢。而高质量发展体现的是现代化的目标，通过

效率提升来提高产出，通过高效率、低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强调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的结合，是对经济发展优劣程度的多角度多维度判断，是高层次的经济发展版本。

据此我们把高质量发展定义为：当经济的总量与规模增长到一定阶段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

构优化、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和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结果。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

济发展的升级版，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开始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质量变革是基

础，动力变革是关键，全要素生产率是技术路线，人的发展是终极关怀。因此，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是

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新旧动能的转换。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路是提高要素配置效

率，使要素和资源配置到生产效率较高的领域和环节。优化经济结构，培育新动能，让创新成为引领高质

量发展的第一动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在于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完善高质量

发展阶段的宏观调控体系，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构建高质量的产业体系，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

业强国迈进。建立高水准的市场经济，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为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提供制度保障。

在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的基础上，还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研究高质

量发展的评价体系，使高质量更好地落地。高速增长是单一指标，比较容易评价。而高质量发展是综合、

多维和高层次的评价，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评价。①由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一个系统性变革，而且高质

量发展的评价不是进行某一方面的评价，而是要进行评价体系的系统性变革，为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提供科

学的导向。高质量发展评判体系包括六个方面：（1）高质量发展评价的标准体系。经济增长是单目标，主

要是 GDP 或者人均 GDP 的增长。经济增长质量是双目标，既要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又要提高经济增长的

效率，是规模扩张和效率提升的结合。经济发展质量是多目标，包括经济结构协调、效率提升、发展代价

降低、公平分配等。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多目标，而且是高层次。可见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高层次、综合的多

维评价，涵盖了宏观、中观和微观几个层次。因此，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在宏观方面高质量发展要坚

持效率标准，以创新为动力积极释放经济发展的潜能。中观方面要坚持结构标准，体现为产业结构合理

化、高级化和梯度合理的空间布局。微观方面要坚持市场标准，表现为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系统化。（2）高

质量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关于高质量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学术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单一指

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评价。第二种观点复合指标方面，有人主张从有效性、充分性、协调性、创新

性、持续性、分享性和稳定性等几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也有人主张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

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由于高质量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我们主张依据新发展理念建立指标体

系。从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和开放五个维度建立指标体系。（3）高质量发展评价的政策体系。数量型

增长主要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这些数量型政策，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政策体系不

仅需要数量型政策，而且更加强调质量型政策。不仅需要短期政策来保增长和保就业，也更加强调长期政

策来提升质量和效益，既重视正向引导，也强调负面约束。建立数量与质量相结合的高质量发展政策体

系，在这一政策体系中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政策、技术创新政策等质量型政策的作用，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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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激励企业提升竞争力，使企业从增长激励转向创新激励。（4）高质量发展

评价的统计体系。高速增长阶段的统计目标是经济效益，只对经济指标进行统计，而忽视生态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统计。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统计的结合基础上，不仅要进行经济指标统计，而且还要

进行生态环境质量、城市建设质量的统计，特别重视把民生问题中的医疗、教育与养老等纳入高质量发展

的统计体系中。既要统计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收益，也要统计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成本支出。

 （5）高质量发展的绩效评价体系。绩效评价体系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速度，高质量发展不是不要

速度，而且强调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在绩效考核中重点要考核依靠效率提高来实现的

速度。二是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产业与产品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等。三是

创新成果质量，经济发展创新驱动的程度和水平。四是经济可持续性，从长期考虑的经济健康可持续的绩

效。（6）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评价体系。在政绩考核体系中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

先，破除片面的 GDP 论。优化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机制，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从增长激励转向创新激

励。在政绩考核中，增加创新驱动、生态保护、人民群众获得感方面的权重，围绕考核内容、考核流程、

考核方法建立科学的政绩工作考核体系。依据新发展理念完善考评机制，调动各级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积极性与主动性。

三、“十四五”时期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的发展方式转变

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十四五”时期在发展方式上要实现从数量追

赶转向质量追赶，加快落实高质量发展，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立。发展方式转变是转向高质量发展加

快落实阶段一个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是需要从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出发回答“怎么样转向

高质量发展”问题的论题之一。

高质量发展的加快落实中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总的要求是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加快建立质量效

益型的发展方式，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内生驱动力。具体要求是：一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从数量型发展向质

量型发展的转型。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要素供给质量、供给主体的质量、产品供给的质量，

提升生产质量，推进中国的供给体系转型升级。二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型发展向质量效益型发

展的转型。通过生产效率、市场效率以及协调效率等不同方面的变革拓展效率视野、提升效率层次。宏观

层面实现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中观层面全面构建三次产业协同创新体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微观

层面推动企业效率提高，加大创新投入，优化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三是促进要素驱动型发展向

质量效益型发展的转型，加快通过创新发展动力、绿色发展动力、结构协调发展动力、工业化发展动力、

城镇化发展动力等不同维度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变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高，努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在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的发展方式转变总的要求下，现阶段以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中需要重

视的几个关键点是：一是坚持工业化的逻辑在高质量发展中转变发展方式。最近学术界和实际经济部门出

现一种主张“去工业化”的错误认识，主张中国经济结构要从以工业为核心转向以服务业为核心，这实际

上也是一种认识误区，在高质量发展的发展方式转变中我们要防止过度去“工业化”，要坚持工业化的逻

辑转变发展方式，在高质量发展的发展方式转变中，把服务业的发展与工业的发展相结合，在坚持工业化

逻辑的基础上，将新型工业化、再工业化、工业现代化相结合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以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制

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强化高价值升级，推进制造业质量建设。通过再工业化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的

发展质量，利用先进要素提升、改造和活化传统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活化和延展。通过新型工业化提高

整体工业的发展质量，利用新技术革命的最新成果，培育发展高端产业。通过工业现代化带动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构建，催生新产业和新业态。二是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制造业是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是实体经济创新驱动的主战场。制造业的发展方式转变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以制造业的科技创新为核心，形成制造业供给体系，提高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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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中的地位。在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中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支持制造业通过研发创新升级改造。鼓

励制造业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加快制造业技术升级，促进制造业释放新动能。三是以现代化产业体系构

建为引领转变发展方式。高质量发展的发展方式转变要以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为引领，通过创新链和产业

链的融合促进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四是以新经济的发展带动发展方式转变。新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方

式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在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中，积极推动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

新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贯通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的新经济体系，推动数字化经济发展方式

的不断转变。以智能制造带头引领产业技术变革和发展方式变革，构建起制造业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

开放型新经济体系。

四、“十四五”时期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的结构升级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要进行经济结构升级，改变产业结构低端锁定，促进产业结构迈向全球价值链中

高端。“十四五”时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发挥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升级的引致作用。结

构升级是“十四五”时期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一个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是从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基

本理论出发回答“怎么样转向高质量发展”问题的论题之二。

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的结构升级就是要实现从规模扩张式发展转向结构升级式发展，通过价值链

的不断升级，形成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供给方面的产业结构升级。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产业结构的转型

升级是经济结构升级的中心任务，而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一方面是由原来的低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水平

转向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水平，任务是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另一方面是改善重

大结构失衡，解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和实体经济内部结构失衡，加快中国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实现高技术、高质量产品的有效供给。二是需求方面的消费结构升级。中国巨大的市场是高质量发展

的巨大潜力，通过消费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动力机制转变，以消费驱动投资转型，带动需求结构优化，实现

高质量发展。消费结构优化和消费水平、消费质量的提高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经济结构升级

需要加快消费结构升级，持续释放消费增长动能，进一步发挥消费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十四五”时期中国供给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战略重点在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目前需要以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为核心带动供给侧的结构升

级：一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实体经济结构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提高实体经济供给体系的质

量，要着力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高价值链水平。加快传统制造业技术改

造，释放传统产业新动能。促进实体经济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价值链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二是以创新

引领促进实体经济结构升级。提高实体经济的创新能力，以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动结构升级。发挥创新是实

体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第一动力的作用，要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创新驱动的有机结合，围绕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促进实体经济结构升级，把创新驱动的主战场放在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上。通

过创新引领实体经济改变传统产业多、新兴产业少，低端产业多、高端产业少，低附加值产业多、高附加

值产业少的局面。三是抢抓智能制造制高点推动实体经济结构升级。随着全球新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智

能制造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制高点。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结构升级抓住新工业革命为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带

来的重要机遇，进一步提升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推动中国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四是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促进实体经济产业基础高级化。在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中要重视产业基础

能力的质量，推动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构建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平台，促进产业

基础高级化。首先，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适应全球产业创新变革的趋

势，加强对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投入，重视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培育基础创新能力。其次，提升产业公共

服务能力。围绕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加强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提升服务能

力。最后，提升产业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加快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为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提供

数字化基础设施保障，推进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五是提升产业链水平，促进实体

 “十四五”时期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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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在高质量发展的结构升级中要构建起完整的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产业链生态

系统，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用先进科技和先进产业组织方式来提升改造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产业链，

提高产业链的高端链接能力。通过提升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产业薄弱环节来补链，推动生产要素变革，加强

现代要素支撑，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先进要素的配置效率。通过推动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产业协同发

展来强链，构建适应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产业组织体系，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之间以及产学研用之间的联

动。创新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产业集群建设模式，加强虚拟产业集群建设，促进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

互联互通。

需求侧的消费结构升级不仅是高质量发展结构升级的重要内容，也是高质量发展结构升级的重要拉动

力。①消费结构的升级会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在高质量发展的结构升级中还要重视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引

力，带动需求结构升级。一是积极引导消费方式的转变。适应中国居民消费的新趋势，调整消费政策进一

步培育消费力，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引导消费方式从物质消费到精神消

费、从传统消费到新兴消费、从数量型消费向质量型消费，从线下消费到线上消费，从模仿型消费到个性

化消费的转变。②培育网络消费、智能消费、时尚消费等新消费热点，促进消费的提质扩容。二是提升居

民消费能力。收入是消费的函数，收入水平直接影响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要持续增加居民收入，

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强消费升级的能力。三是促进新兴消费。目前新的消费结构升级转型驱动

着新兴消费的增长，教育、娱乐、文化、交通、通信、医疗保健、住宅、旅游等方面的消费都是新兴消

费，未来居民消费升级的重点将集中在医疗、教育、文娱等服务业领域，需要加强公共产品供给，从供给

端发力，通过改善消费环境，通过政府提供某些制度安排来促进消费。四是完善促进消费结构转变的环

境。强化消费领域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创建安全的消费环境，构建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五、“十四五”时期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的动力转换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经济发展动能是指经济发展动力作用于经济运行而产生的前进能力，动

力转换是基础，新动能培育是结果，动力转换产生出新动能。③动力转换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动力转

换的基础上培育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的动力转换主要是指通

过新科技革命、新产业变革中产生的经济发展新动力、新模式形成新的经济发展动力。以动力转换培育新

动能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是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一个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从中国特

色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出发回答“怎么样转向高质量发展”问题的论题之三。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了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正处于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

亟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力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也是改造提升传统动力，促

进经济结构升级的动力。因此，“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新旧动力的转换，培育高质量发展的

新动能。经济发展的动力有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两种动力，过去的旧动力主要是需求侧的拉动力，但是完

全依靠需求侧的市场调节和需求管理不能完全解决高质量发展问题，这就需要进行动力转换。④高质量发

展的动力转换就是从以需求侧为主的就动力转向以供给侧为主的新动力，形成以供给侧为主，需求侧动力

转型，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侧共同发力的高质量发展新动力。高质量发展新旧动力的转换思路是：（1）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动力转换。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新动力的成长，突出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高质量发展动力。⑤供给侧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要以科

技来替代物质要素的投入。核心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突出自主创新，科技创新从以跟踪为主转向并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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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跑并存的新阶段。二是提高要素供给的质量，包括增加劳动的有效供给、资本的有效供给、企业家管理

的有效供给和政府管理的有效供给。三是提高企业供给侧的创新能力，减轻企业负担，释放企业活力、企

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企业等组织提高创新能力，在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的基础上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2）以需求侧协同促进动力转换。动力转换需要需求侧配合，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主要方面在供给

侧，但不能忽视需求侧的作用。需求侧动力配合的关键是进行需求侧传统动力的转型，提振需求侧动力。

一是从投资拉动为主转向消费拉动为主。重塑消费拉动力，增强消费需求对高质量发展的拉动效应，通过

增加居民收入提升消费力，通过发展消费经济扩大消费规模和结构。二是投资拉动力的转型。拉动力转型

的关键是调整投资方向，提高实体经济投资占比，发挥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创新投融资方式，促使投融

资便利化。三是开放拉动力的转型。发展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促进中国开放经济从比较优势的开放转向

竞争优势的开放。同时从经济大国的地位出发，积极参与全球治理。（3）供给侧动力与需求侧动力的协

调。供给侧推动力和需求侧拉动力协调发挥作用是高质量发展动力形成的关键，需求侧动力是高质量发展

稳定短期保增长和保就业的短期动力。在长期，供给侧可以促进创新，引发新需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长期动力。高质量发展要把长期与短期相结合，就要把供给侧推动力和需求侧拉动力相协调。

 “十四五”时期围绕高质量发展，新旧动力转换的路径在于：一是培育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链新动力。

 “新动力”对应的是“新经济”，而“旧动力”对应的是传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把“旧动力”通过加

快产业链条延伸转换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打造产业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动力转换的关键所在，产业竞

争就是产业链的竞争，只有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的联动，才能促进竞争优势的形成，在价值链上

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推进产业链协同创新，通过智能提升实现产业有序接续，逐步带动产业结构迈向全球

价值链的中高端，走出产业链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二是培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兴产业动力。新旧动力转

换是在振兴传统动力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发展动力，我们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全要素生长率对经济发展的

贡献率。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制造拓展，激发传统产业的新动能，推动新型产业加快兴起，促进产业实现

产品智能化、生产智能化、装备智能化、管理智能化。三是培育高质量发展的企业家新动力。企业家是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经济发展新旧动力的转换必须要培育并保护企业家，重视企业家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的作用，打造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队伍，激励企业家创新发展的活力。以企业家精神为指导，加

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坚定不移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护企业家的创新收益和合法权益，营造依法

保护企业家合的社会环境。四是培育数字经济的新业态动力。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技术、新业态、

新模式层出不穷，以互联网、知识经济、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以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为

代表的新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重要方面。数据已成为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一样的生产要

素，有效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力。①因此，要发展数字经济，培育

高质量发展新业态动力。一方面推动产业数字化，以数字新技术的应用为数字化生产方式提供支撑。推动

工业互联网建设，为智能制造的发展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的深度融合，推动数字硬件产业与软件产业的协同发展。加快物理基础设施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转变，加

快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打造出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培育企业的新型能力是推动数

字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形成大中小企业联合创新创业新局面。

 “十四五”时期在动力转换基础上，新的动力体系发挥作用，作用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运行，就培育

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需要注意的是新动能培育不是去掉旧动能，而是要在提振传统动能的基础上，

积极促进新动能的成长，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培育要通过创新提高效率，最终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培育就是要适应新产业革命的发展趋势，实现从要素驱动转向创

新驱动，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在动力转换基础上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要求是：一是实施创新驱

动的发展战略。传统的增长动能不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应该引入创新要素作为新动能，通过提高全

 “十四五”时期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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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生产率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成长。二是发展创新型经济。以

创新驱动为动力，以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为关键要素，以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和新业态为标志，

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目标发展创新型经济。通过创新型经济发展激发科技蕴藏的高质量发展潜

能，加快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三是完善协同创新体系。推动产学研合作，有效整合生产要素和创

新型资源，形成完善的协同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对接，在科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联动基

础上实现新动能的培育。四是推动发展模式创新。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推进发展模式创新，建立新产业、

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并通过主导产业的带动作用延长产业链。在企业方面发展模式创新要多关注高新企

业，在企业内部创新组织方式，通过内生动能的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六、“十四五”时期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建议》指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构建基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是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的重大战略举措，“十四五”时期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会更加明显，国内经济增长潜力会不断释放。

构建基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是根据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

出来的高质量发展的新实现路径，是重塑中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十四五”时期构建基

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是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一个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是需要从中国

特色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出发回答“怎么样转向高质量发展”问题的论题之四。

依据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建议》设想，我们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十四五”

时期以构建基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构建培育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以新优势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实现的新路径。“十四五”时期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构建基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基本要求

包括：一是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引领，国内、国际两个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国际合作和经济发展新优势，进而促进高质

量发展实现的战略抉择。二是形成需求牵引供给的发展格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生产、分配、

交换、消费各个环节，使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促进生产要素自由顺畅的流动，提

升中国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应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供求平衡的更高质量发展的新

格局。三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突破核心技术是形成国内大循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关键。一方面要加强基础研究，加快原始创新能力，提出原创理论的产生和原创发现的形成。另一方面加

强应用研究，促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有机衔接，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同时发

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应用，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四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提高生产和需求的适应性，适应国内需求的升级，

促进供给体系升级，实现供给体系与需求体系在总量和结构上保持均衡，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供高质量

的供给体系。五是以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为支撑。高标准市场体系是建设新时代高质量市场经济运行载

体，也是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支撑条件。一方面要推进商品市场的数字化进程，完

善数字化交易配套设施，采用新型营销手段，刺激商品消费、扩大商品消费。另一方面建立各类要素自主

有序流动、高效配置的高标准要素市场体系，畅通要素流动。同时建立要素价格的市场决定机制、要素流

动规则和要素配置机制，使得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①

从构建基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基本要求出发，围绕高质量发展的加快落实，“十四五”时期

构建基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路径在于：一是构建新型消费体系。新型消费体系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产

物，是数字化、信息化技术迅速发展的表现。在构建基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要积极推进新型消费体系

的建立：（1）加快拓展定制消费、智能消费、体验消费等新兴消费领域，鼓励建设智慧商店、智慧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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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商圈，增加健康、养老、医疗、文化、教育以及安全等领域消费的有效供给。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

新，以供给创造消费新增长点。（2）推动基于网络平台的新型消费成长。发展以网络购物和电商直播为代

表的新型消费，促进传统销售和服务实现转型升级，培育网络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时

尚消费等消费新热点。着力构建城乡融合消费网络、加快构建“智能+”消费生态体系。（3）坚持消费引

领。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努力稳定基本消费，进一步提升传统消费，积极培育新兴消费，持续激发潜在消

费。尊重消费者自由选择权，实现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提升消费者满足感。二是建立现代化的产

业体系。建立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是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的根本要求。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目的是为了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

展，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协调。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动力特征上要体

现创新性，在效能特征上体现开放性，在结构特征上体现融合性，在空间特征上体现集聚性。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构建必须紧紧抓住世界产业体系发展的趋势和新产业发展的契机：（1）强化自主创新。在构建基于

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中，要加快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由传统产业为主向以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

转型。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汇集、创新人才向企业流动、创新政策向企业倾斜，构建完善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2）加快实体经济发展。在构建基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中，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基础。实体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着力

点。实体经济发展必须以产业链为纽带，瞄准国家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推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的融合，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三是大力发展新经济体

系。新经济是第四次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为前提，将知识、信息、数据作为新的生

产要素催生出的新产业，在新经济的发展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融合而形成了新的

经济业态。新经济是世界范围内经济的新增长点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在构建基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

局中，要大力发展新经济：（1）利用信息化引领产业发展，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在构建基于双循环的经济

发展新格局中，通过互联网+、数字化+等信息化手段，积极发展和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挥现代信息技

术对产业发展的渗透作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实现产品融合、技术融合及产业

融合，形成产业和技术协同发展的新业态。（2）发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制造新模式，以加快传统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在构建基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中，加快实现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

业的深度融合，走融合发展之路，促进产品和装备制造的智能化。②（ 3）以智能生产来推动生产部门在

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投融资途径等方面变革。在构建基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中，通过信息技术的

优化升级，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效益，打造高质量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新格局。四是创新培育新型市

场主体。市场主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决定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实力和活力。构建基于双

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关键是要创新培育市场主体，激发经济发展活力：（1）优化营商环境。按照完善政策

与强化服务共进的思路，推进招商引资和大众创业并举的模式，实施外引新量和内生增量并重的创新举

措，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优化营商环境。（2）推动多元化市场主体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在构建基于双

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中努力实现大企业顶天立地、小微企业铺天盖地、个体商户枝繁叶茂的局面。（3）积

极培育三大经济主体。外资是区域经济的重要拉动力，民营经济是区域经济的主要成分，县域经济是区域

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构建基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中，要培育好这三大经济主体，发挥对经济发

展新格局的推动和支撑作用。（4）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在构建基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中，从完善现

代综合运输体系、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社会信用体系、应急物流体系等方面统筹推进中国现代流通体系建

设，为构建中国新发展格局和培育新型市场主体提供支撑。

 “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构建基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需要以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

产业链水平来作为支撑。新型消费发展能否持续、能否发展壮大主要有赖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实体经济

 “十四五”时期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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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取决于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产业基础能力主要是指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

技术，产业基础能力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构建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基础。近年来，中国产业基础

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在技术水平的先进性、性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等方面与国内、世界先

进水平仍存在差距。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需要提升中国产业基础能力的发展质量、可持

续性以及国际竞争力，着力补齐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链短板。一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

产业链。在构建基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中，加强中国原创技术的研发，培育基础创新能力，加强产

学研合作，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的培养，构建起新发展格局的产业链支撑。二是提高中国产业的配套能

力。在构建基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中，实现产业发展的体系化，重视产业链的完整性。加强中国关

键核心技术和重大短板攻关，大力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为新发展格局提供产业配套支持。三是深化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创新创业环境等措施，在构建基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中，为技术产业化创造良好环境，使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互相促进，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环境支持。

四是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攻方向，在构建基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

格局中，在抓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上，加快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中国制造业加速向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基础支持。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8VXK00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学科体系研究”（18ZDA036）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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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jor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the Period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Qualitye

REN Baoping

Abstrac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a brand-new theoretical problem faced by development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fter my country’s economy turns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answer “why turn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what i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ow to turn to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three  major  theoretical  issues.  These  three  major  theoretical  issues  involve  the

objective inevitability of shifting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goal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mode  shifting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ructural

upgrading,  power  conversion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based  on  dual  cycles  Construct  six

propositions.The  shift  of  my  country’ s  economy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adapting to the changes in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of my country’s society, creating an upgraded vers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ollowing the law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rategic goa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mode,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mote  the  conversion  of  new  and  old  momentum,  and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the  evaluation  system,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ystem  must  be  established.  The

shift  to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ust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methods

and realize the shift  from catching up with quantity to catching up with quality.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upgrading

of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wer, and cultivate new drivers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whic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ycles are the mainstay an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ycles promote each other.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mode,  economic  structure,  power  convers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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