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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共

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改革开放以来，党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

科学论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

国家经济实力大幅跃升。但同时，随着发展条件的变化，发展不平衡、不

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也日益显现。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高质量发展作为

“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主题。2021 年 11 月，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决议》，进一步明确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们必须始终把握高质量发展主题，不断提升发展

质量和效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

斗。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看发展阶段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于当时的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党中央决定实施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国进入重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到改革开放前，中

国已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我国进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

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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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的环境、条件、目

标、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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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高速发展模式已难以

为继，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

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

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

转向强调创新驱动。 

我国发展阶段的演变是由不同时期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客观发展条件决

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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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面对一

穷二白的发展条件，我国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快速提升生产力打

下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后，面对人口多、底子薄、困难重重的发展条件，

我国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活社会生产力，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

的要求，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推动经济实现高速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

发展仍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中的矛盾

和问题不再体现在速度方面，而是体现在质量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阶段，

就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把握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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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

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

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

求”。 

从概念看，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好不好”

体现在是否贯彻新发展理念，主要体现在：产业体系更加完整、产品和服

务质量进一步提高，能够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

社会总体的投入产出效率不断提高，分配制度更加体现效率、促进公平，

宏观经济循环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循环通畅，国民经济重

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合理，经济发展比较平稳等。 

从范围看，高质量发展是整个经济社会系统的高质量发展，“不能有

短板”。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历了几十年高速增长后，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已不仅包括物质生活方面的更高要求，民主、法

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必须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体现出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 

从时间看，高质量发展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

求。在“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都务必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高质量发展

这一主题，一个五年接着一个五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

程上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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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看，高质量发展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

都必须贯彻的要求。经济发达地区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需要打破“发

展惯性”，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

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要创新思想、因地制宜、扬长补短，结合当地资源禀

赋条件，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坚持以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

的一场深刻变革，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必须实现创新成为

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

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 

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

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

文化创新、组织创新、人才创新等多个方面。高质量发展必须将创新作为

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立足自主创新，坚持开放创新、协

同创新，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并推动创新成果不断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 

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高质量发展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力

求避免“木桶效应”。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

展的标准和尺度。2020 年，我们全面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在协调发展方面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5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