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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链创新布局

作者：魏敏（厦门大学新质生产力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福建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链创新布局，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着力点。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重构，发达国家的“产业回流”和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分流”现象并存，加强产业链创新布局、推动产业

链竞争力水平提升迫在眉睫。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从顶层设计上看，需实现政策驱动与制度创新相互融合，在政策

驱动和制度创新的框架下，发挥创新在产业链布局中的主导作用。一

是发挥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产业链创新布局的关键力量。通过技术创

新、产业升级和政策支持，有效赋能产业链布局，提升产业链韧性和

竞争力。同时，制度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要通过制度创

新优化政策环境、完善市场机制和推动技术攻关，为新质生产力赋能

产业链创新布局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利用政策工具有效引导产业链布

局优化。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集中资源投向产业链关键短

板环节，实行特殊激励政策，引导资源向重点区域和重点产业流动，

加快形成新产业、新赛道、新模式的发展格局。在此基础上，通过政

策驱动与制度创新相互融合，优化产业链要素投向结构、提升资金使

用效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链创新布局。三是财政

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补位、协同发力。具体而言，财政政策通过公共

投资、专项资金和税费减免等措施，为科技企业和创新产业营造制度

“活力”；货币政策则通过合理引导市场利率水平、拓宽多层次资本市

场融资渠道、创新信用增进模式等手段，为产业升级提供必要的金融

“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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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技创新上看，需实现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发展相互协同。发

展新质生产力客观要求技术革命性突破，数字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

代表，将其引入并重构产业链各环节，有助于实现全链路透明化、实

时协同和智能决策。一是在硬件方面打造产业链重构与创新布局的发

展平台。通过构建统一的数据平台，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实时性，在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框架下为企业智能决策提供支持。并且，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发展，强化了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信息互通

和资源共享，可利用云平台和大数据技术，打造开放、协同的生态系

统。二是在软件方面提供产业链重构与创新布局的经营环境。利用物

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构建智慧型区域产业链新格局，

提升产业链中各环节和部门协同增效，降低产业链中企业生产运营的

风险与成本，有效提升区域产业链竞争力。三是在软件和硬件相互配

合的基础上实现产业链创新布局。通过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发展赋能

产业链布局，依托科技创新提升产业链的韧性和竞争力，通过优化竞

争环境与空间布局、培育“链主”企业与打造自主可控产业链和供应链，

有效发挥新质生产力为产业链布局提供的多维度支持和保障作用。

从价值创造上看，需实现服务化延伸与价值重构相互赋能。发展

新质生产力客观要求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通过挖掘下游增值空间，

有效实现生产要素高质量重组，以“产品+服务”方式实现产业链“价值

共创”。一是结构升级，产业链从“硬制造”到“软服务”。产业链创新

布局向上游延伸至研发设计服务，向下游扩展至用户增值服务运营，

从而实现产业链服务化延伸触发价值重构。企业通过提供增值服务突

破传统产品边界，倒逼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重构新生命周期

的利润最大化。二是生态重构，产业链从“单点竞争”到“系统共生”。

随着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链创新布局，企业新价值点不断得以挖掘，

为其开发更复杂的服务场景提供资源支撑。在这一过程中，差异化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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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进一步被放大，价值重构反哺服务创新，推动形成“服务升级-价值

提升”的跨界正循环格局，企业间的单点竞争逐渐被系统共生所替代，

进而实现产业链价值创造。三是布局优化，产业链从“空间要素重组”

到“区域协调发展”。在产业链发展的开放体系下，要素流动、集聚与

集中都通过市场机制得以完成，优化产业地区分工与要素配置，形成

有竞争力的创新产业集群和全球产业链集群。同时，需考虑到区域协

调发展，构建错位发展的产业链发展格局，通过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

新兴产业布局和转移，加强其与东部沿海和国际相关地区的对接，支

持国内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促进产业链布局的区域联

动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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