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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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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是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首要任务，同时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我

们必须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特别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深刻

理解和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必须以改革创新为根

本动力，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制度基础，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战略基点，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

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战略支撑，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提供更为充分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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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①。目前，我国已经迈

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高质量发

展不仅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和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且是我国

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

和实践逻辑。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角度，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予以政治经济学的解

析。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

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

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

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②事实上，正

是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为我国发展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 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推进社

会主义建设，为我国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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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我国发展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

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①，其

基本依据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极大地提

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并引起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党的十九大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并立足我国发展的新的

历史方位，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

重大时代课题，明确了分两个阶段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 21 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战略安排，并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在我国迈

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②

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中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应对新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深化

认识的理论结晶，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论断，它不仅是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和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且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就学术研究而言，自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高质量发展”一词

以来，“高质量发展”迅即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涌现了大量学术文献。以“中国知网”收录的学术论文

为例，篇名中含有“高质量发展”字样的期刊论文，2016 年只有 9 篇，2017 年和 2018 年迅速增至 69 篇和

3855 篇，2019 年和 2020 年进一步增加到 6963 篇和 7765 篇，2021 年和 2022 年更是大幅提高到 1． 12 万篇和

1． 34 万篇。从某种程度上讲，“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持续

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学术文献。有关文献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高质量发展”展开的理论探讨，有助于深化

和拓展我们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认识，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概念误用滥用问题，而这又同理论逻辑的不清

晰和理论分析的碎片化有关，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角度，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予以政治

经济学的解析。

二、高质量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

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

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③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制约着全部的社会生活、精神生

活和政治生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支配着整个

社会的发展进程。18 世纪中叶发轫于英国的工业革命，率先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它极大地提高

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并引起了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一系列新变化。马克思对以英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它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普遍的人的不发展: 一方面，“资产

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④;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

品”⑤，工人们“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

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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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①。
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而发生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高劳动

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②，其根本原因在于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难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它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但无法实现人的发展，而人的不

发展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发展并最终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人类社会必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

础上，经由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方式变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

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剖析，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人

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不仅创立了旨在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马克思

主义学说，而且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奠定了根本的思想基础，同时也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功开启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指导。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未来

社会是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的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

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④或按照恩格斯的说法: “我们的目

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

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⑤

然而，正如马克思强调的: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

度。”⑥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设想不同，社会主义并不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

胜利的，而是最早发生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薄弱环节”。作为人类社会第一个建立起社会主义制

度的国家，苏联在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也存在不少教条式理解和僵化特征: 一方面，它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同生产目的，指出“资

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取得利润”，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人及其需要，即满足人的物质和文

化的需要”，并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概括为“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

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⑦; 另一方面，片面地认为“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两个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

适合”⑧，这就为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而高估社会主义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以及与之适应的生产关

系埋下了伏笔，同时也由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的教条式理解，而排除了为适应不断发展的

生产力而不断调整生产关系的理论可能性，进而使得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几乎始终带有某种冒进倾向和僵化

特征。
我国是在落后农业国的特殊国情下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对此，列宁曾特别提醒说:“东方大多

数民族的处境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还要坏。……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

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

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⑨面

对落后农业国的特殊国情和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

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10，并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特

别地，依据马克思创立的关于人类自身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新发展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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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生产目的论，明确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 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并结合我国具

体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主要矛盾论，深刻认识到“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

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①; 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理论，并深刻认识到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

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②。有关理论成果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党和国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的认识，并为我国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其基本依据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并引起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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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新

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大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并深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

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

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③事实上，正是依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变化，党的十九大正式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对此，习

近平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也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就是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④高质量发展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同时也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结合新

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来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三、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析

习近平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我

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

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

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
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⑥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党在新时代经

济发展实践中深刻认识到，一方面，新时代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

础和关键，“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

际”⑦; 另一方面，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我们必须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来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的

理论逻辑。
首先，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

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⑧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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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的历史性变化，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必然要求的高质量发展同样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要求，我们

必须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从整体上把握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

人民需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意味着新时代的发展必须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①;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

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意味着新时代的发展必须是能够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发展，这就要求我

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②，特别是

要以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其次，按照马克思主义主要矛盾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

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意

味着“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仅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而且是规定了新时

代发展的性质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必须紧紧围绕“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更为准确地把握新时代我国发展的性质并以此更为深入地理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一方面，正如习近平强调的，“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

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

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④，我们必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⑤，不断塑造我国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另一方

面，“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⑥，我们必须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大力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

展。
最后，按照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

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⑦。我们必须结合新时代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

和新征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心任务，深刻理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和时代内涵。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系统回答了我国发

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充分体现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

有机统一，不仅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而且是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行动指南和指导原则。对此，习近平强调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

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⑧，我们必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

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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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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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制度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

进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它们的共同作用构成整个社会

的矛盾运动。”①事实上，正是依据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以及为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而

不断调整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的要求，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而且依据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的重大政治判断和“我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经济论断，我们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探讨新时代新征程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制度基础。
( 一)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 改革创新

马克思主义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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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

带有根本性的标准。”②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又必然会对生

产关系提出新的要求。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

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③，或如邓小平强调的: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

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

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④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而对生产

关系的适应性调整，它必然是一个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而持续进行的动态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

近平强调指出:“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体制机制随之不断完善，才能不断适应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⑤，同时

也是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
与此同时，正如习近平强调的:“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

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⑥早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深

刻地认识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

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

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

用。”⑦对此，邓小平进一步提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

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变化，进一步提出“创新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并强调“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

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⑨。从马克思阐述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邓小平提出的“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习近平强调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仅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发展动力问题的理论认识，而且为新时代如何推动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指引。
如果说，把改革视为推动我国发展的根本动力，更多地反映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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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

新; 那么，把创新视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则更多地反映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我国生产力发

展本身的要求，是新时代以来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改革创新是新时代我

国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也是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它不仅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

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而且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

何开局起步进行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时强调，在“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发展必须“以推动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为根本目的”①。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各领域各方面工作进行了战略谋划，明确指出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②，并以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更

为完善的制度基础、更为充分的制度保证。
( 二) 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

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
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③具体而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

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党的十八大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要求，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

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并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

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特别是要“处理好政府和

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新时代如

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了全面部署，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概括，指出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

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⑤。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重大创新成

果，同时也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基础、更为充分的制度保证。我们必须深

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多个层次的一整套相互联

系、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其中在经济领域内，经过实践检验并关乎全局和根本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

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而各方面各领域的具体制度和体制机制则有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调整和

完善的灵活性。正如习近平强调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

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

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⑥，新时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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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

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特别是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积极探索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和其他分配方

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效实现形式。

五、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与战略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强调“高质量发

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①，我们必须结合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新征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中心任务，探讨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和战略支撑。
( 一) 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紧紧围绕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新征程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心任务，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高

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

革; 另一方面要紧紧围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特别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

方面，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效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
调性和包容性，着力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

其一，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特别是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

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不断提高供给结构

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

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明确指出: “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

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③对此，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

底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而所谓“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④，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其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习近平指出: “经济发展就是要

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⑤，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市场

配置资源这一最有效率的形式，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

制度”⑥。与此同时，习近平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⑦，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按照“创新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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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

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

体系”的要求①，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其三，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

素，而我国发展的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的不充分。党的十九大紧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十

年历史性变革进行了系统总结、对新征程我国发展的目标任务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

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一方面，我们必须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另

一方面，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各类要素的合理流动、
高效集聚，着力以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 二) 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

习近平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③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新时代要“紧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

展战略”④。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新征程如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行了战略谋划并进一步深化

了对高质量发展及其战略支撑的理论认识，特别是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首要任务、把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把教育、科技和人

才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与

教育、科技和人才直接相关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视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无疑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⑤，并以

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战略支撑。
与此同时，正如习近平强调的，“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

安全性稳定性，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

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⑥，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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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变化，在深刻认识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的基

础上，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为牢牢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而作出的战略部署。
2023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⑦。新时代新征程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战略基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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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加快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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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并以此实现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六、结语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

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全党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

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 必须清醒认识

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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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目前，我国已经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要求的高质量

发展是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必须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特别

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来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并依据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

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④，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为充分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 责任编辑: 张慧娟 责任校对: 张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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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in the principal con-
tradiction facing Chinese society in the new era，and it is also the primary task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
try in all respects in the new journey． It is a major innovation achievement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
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We must closely follow the changes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Chinese society in the new era，especially the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
ment，which is the main aspect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facing Chinese society，and deeply understand and
accurately grasp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we must take reform and innov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take the basic social-
ist economic system as the institutional basis，make accelerating efforts to foster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s the
strategic basis，and take the strategy of invigorating China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the strategy of workforce
development，and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s the strategic support． We should apply the new de-
velopment philosophy on all fronts and pursu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vide a more sufficient institu-
tional guarantee and a more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aspects．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reform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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