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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十年
中国高质量发展之路

引 言
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的十年间，中国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创新成为第一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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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

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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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总结回顾新时代十年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历程，真实立体展现新时代

十年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成效，对于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坚定和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信心和决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历

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高质量发展最初以政治话语的形式出现，而中国的发展实践推动了高质量发展由政治话语向学术

话语转变。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引起了学界高度关注，以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的研究开始不断丰富，这些研究集中在逻辑阐述、内涵阐释、水平测度、影响因素、实现途径等多

方面，围绕本文关注的历程回顾、成效评估和路径展望，相关研究也非常丰富。关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历程，部分文献回顾了某一省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1]11-63，总结高质量发展某一方面的实践历程，如

本文聚焦新时代十年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阶段，总结回顾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历

程，评估中国高质量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并展望新征程上深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新时

代十年，中国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主动适应新常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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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间，科技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

作用显著增强，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不断缩小，绿色低碳发展步履坚实，对外开放实现规模质量双

提升，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中国要发挥新型举国

体制优势强化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统筹区域战略体系、全面推动绿色

发展、提高人才队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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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发展[2]、城乡融合发展[3]、绿色发展[4]等；部分文献则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某一阶段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政策措施[5]。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成效评估，既有研究可以分为四类。一是采用人均实际GDP[6]等
单维指标衡量发展质量；二是基于多组投入产出数据采用索洛余值法[7]、DEA模型[8]测算全要素生产率

评价发展质量；三是采用熵权法[9]、等权重法[10]等方法构造指标体系测度发展质量；四是尝试使用原始

数据从多维度评价高质量发展水平[11]。关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展望，张占斌和毕照卿围绕现代化经济

体系建设，从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环节探讨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方案[5]。刘思明等从科技创新、

制度创新以及两者协同发展的创新驱动机制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路径[7]。简新华和聂长飞认为提升

内部子系统间协调水平，实现质和量的同步扩张和良性互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途径[10]。

在已有文献基础上，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拓展。一是聚焦新时代十年总结回顾中国高质量发

展的实践历程。党的二十大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因此，总结回顾新时代十年中国高质量发展走过的光辉历

程，既能提醒我们时刻不忘推动高质量发展之初心，也能增强新征程上坚定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的信心，推动我们沿着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创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行。二是真实立体展现新时

代十年中国高质量发展成效。已有文献采用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指标体系衡量方法尽管可以掌握高质量

发展的水平及演变趋势，却无法看清效率值和指数背后底层数据表现出的原本特征和变化。本文更多

采用原始数据直观清晰展现新时代十年中国高质量发展成效，可以对现有研究进行有益补充。三是结

合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对中国高质量发展提出可行路径。面对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部署，

迫切需要在总结新时代十年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历程和成效的基础上，结合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难点与挑

战，对新征程上如何更加深入地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针对性路径。

一、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溯源与理论解释
（一）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溯源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话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丰富内涵既借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

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精髓，同时又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紧密结合。

1.从关注经济增长数量到关注经济增长质量

现代经济理论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量”的一面，随着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越来越多的

学者开始注意到经济增长“质”的一面。一是从增长效率视角关注经济增长质量。无论是以斯密为代表

的古典经济学，还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及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其生产理论

中都蕴含着优化资源配置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思想。Solow通过测算经济增长中扣除劳动和资本投

入后的余量，评价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2]，这一变量成为衡量增长效率的重要指标。二是从增

长方式视角关注经济增长质量。马克思曾提出两种生产方式[13]192，即通过增加要素投入的外延扩大再生

产和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的内涵扩大再生产。Krugman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认为依靠大量传统生产要

素投入推动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14]。三是从经济结构视角关注经济增长质量。以库兹涅茨为代表的观

点认为经济增长是总量过程，总量增加引起产业结构变化[15]402；以罗斯托为代表的观点则强调经济

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部门的过程[16]。四是从经济增长造成的其他结果关注经济增长质量。学者通过考察

环境污染[17]、气候问题[18]等方面衡量了经济增长的相关影响。

2.对经济增长质量开展系统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开始明确提出经济增长质量的概念，并进一步从定性研究发展到定量评估，

极大丰富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和外延。在对经济增长质量概念进行界定的研究中形成了两种主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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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类是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即从增长效率角度定义经济增长质量。例如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在

《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中强调“经济增长不仅要包含生产资源和生产量的增加，还应包含产品质量

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消费品消费效果的增长”[19]19。另一类是从广义视角将增长质量视为相对于数量

而言的一个范畴，包含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内容[20]。基于对经济增长质量概念阐释的两种视

角，经济增长质量的定量评估也对应着两种研究思路。其一是采用全要素生产率[21]等单项指标表征经

济增长质量。其二是在经济增长效率基础上把社会、生态和民生等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质量的量化指

标体系中[22]。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创新驱动能力[23]等因素对经济增长质量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极大拓展

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

3.高质量发展概念的提出及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中国经济发展面临

“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人口红利逐渐减弱，区域发展分化态势明显，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

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这对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对经济增长

质量的考察仍是在量变范式下研究数量增长的特点，仅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数量属性已难以满足中国

实践的需要。2017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从“速度”“增长”到“质量”“发展”，中国经济正转向更加高级的形态。此后高质量发展的

内涵得到不断地丰富（见图 1）。2017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价值取向、发展理

念、本质变化对高质量发展进行了进一步阐释。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从生态环境保护、创新驱动

发展、优化分配结构阐明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2021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明确了高质量发展不单纯是经济问题，其内涵具有多维性、多层次性、丰富性，涉

及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2023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

时深刻阐明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战略基点、必然要求和最终目的等重大问题，开拓了对高质

量发展认识的新境界。

（二）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解释

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曾提出“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外延上扩大，如果

图1 高质量发展概念的提出及发展

2017年 10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九大上明确
提出，我国经济
已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

2018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山东考察时强调，推动高
质量发展，关键是要按照新
发展理念的要求，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
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

2020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安徽考察时强调，生态环
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
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
一的关系。把生态保护好，
把生态优势发挥出来，才能
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3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加快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必由之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推进农业现代化是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人民幸福安康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2017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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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明确地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
有”转向“好不好”

2020年 8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
域专家座谈会上强
调，实现高质量发展，
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
动的内涵型增长，大
力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尽快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

2020年 10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
议上强调，优化分配结
构，发展壮大中等收入
群体，有利于增强高质
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是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
一个关键环节

2021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
表团审议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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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 27



经济学家 2023·07ECONOMIST

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内涵上扩大”[13]192，这一科学划分为把握一国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基本依据。

马克思高度重视科技与生产力的关系，提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科学的发展水

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24]53“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24]698等创造

性观点。这些重要论述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要素驱动在一定时期内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依靠要素

驱动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由于存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只能依靠越来越多

的要素投入抵消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当要素资源趋紧时，外延型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转向依

靠技术进步的内涵型增长模式。这意味着依靠技术进步能以更少的要素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为经济

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二、新时代十年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历程
尽管高质量发展在话语表述上于 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实践

层面就已经将发展的着力点转向提高质量和效益。基于经济学中根据条件约束和目标函数寻找最优解

的思想，新时代十年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历程可以看成是随着中国发展条件和发展目标不断变

化而持续深化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条件和环境发生变化、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社会

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党的二十大标志着中国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迈进，这三个重要历史节点可以将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历程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引领经济新常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认识、适应、引领新

常态成为经济发展的逻辑。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

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此后“提高质量和效益”成为这一阶段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关键词。国家从转

换发展动力、优化空间布局、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等方面持续发力。

第一，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将创新驱动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5年 3月，《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出台，为全面深化科技

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绘制战略蓝图。为了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性障碍，2015年 10月，修订后的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正式实施，2016年又相继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
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形成了从修订法律条款、到制定配套细则、再

到部署具体任务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三部曲。2016年 5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出台，明确了

分三步走把我国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战略目标。地方加速出台相关政策融入国家战略总体布局，

深圳等14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相继建立，贯穿东中西的自主创新示范网络基本形成。

第二，持续优化经济空间布局。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2014年 11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并

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2015年 3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出台，明确了“一带一路”的框架思路、合作重点与合作机制等重要内容。这

一阶段，共建“一带一路”完成总体布局[2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京津“双城记”和京

津冀协同发展。此后，国家先后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导性

文件，围绕生态、产业、交通等方面布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框架。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新港考

察时提出“要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2016年 3月审议通过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长

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

-- 28



经济学家Chinese Economics in the 21st Century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第三，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2015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

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在同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

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理论探讨上升为战略部署。2016年 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

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具体实施阶段。2016年 8
月，国务院对钢铁、煤炭等国民经济主导型产业提出了具体的化解过剩产能目标，同年底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进一步增加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三项重点工

作。《“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时期发展的主线，强化了提高供给体系

质量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二）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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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国进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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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

境、发展条件变化进一步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高质量发展

上升到一个全新的战略高度，我国进入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阶段。

第一，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领域基础性制度基本确

立，但仍存在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2021年 11月，《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2021－2023年）》

审议通过，就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高效组织体系、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深化科技激励机制作出部署。

面对基础研究环节薄弱的挑战，国务院于 2018年发布《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

见》，对新时期加强基础研究进行布局。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

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支持。国家深入把握创新区域高度集聚规律，批复《京津冀系统推进全面创新

改革试验方案》，先后确立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战略定位。在既有的 17
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基础上，宁波温州等6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相继建立。

第二，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列为国家坚定实施的

七大战略之一。2018年 1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出

台，构筑了适应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机制框架。国家相继对新时代的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

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作出全新部署。继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实施后，国

家又相继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等区域重大战略。至此，以四大板块为支撑、以区域重大战略为引领的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四

梁八柱基本形成。在此基础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涵盖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功

能区、资源型地区等的发展，重要功能区关键作用更为显著。国家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以人为本的

新型城镇化，以城乡融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2019年 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出台，为推动城乡要素顺畅流动、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消除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障碍进行统筹谋划。

第三，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党的十九大把“美丽中国”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把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把“污染防治”纳入三大攻

坚战。2018—2020年，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中国顺利完成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21年 2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出台，构筑了

生产、流通、消费三个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和基础设施、技术创新、法律制度三项关键支撑的体系建

设。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正式宣布后，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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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相继印发，构成碳达峰、碳中和两个阶段的顶

层设计，推进形成了双碳工作“1+N”政策体系。

第四，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已有的 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基础上，国家

又分批次设立了海南、山东、江苏等 10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了海陆统筹、协调分布的开放态势。

2018年，海南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践基础上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2020年 6月，《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旨在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打造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新高地。2020
年 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中国加入全球最大自贸区。2020年 1月，《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正式施行，成为中国第一部外商投资领域统一的基础性法律，完善了新时代外商

投资法律制度的总体框架，为外商在华利益提供了切实保护。

第五，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脱贫攻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步，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向全党

全国人民发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动员令，次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

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了脱贫攻坚各项工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各部门、各地区对此进行深入贯彻，相

继印发具有针对性的行动方案。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2017年 10月，党

的十九大提出了“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

报酬同步提高”。2020年 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作为完整的一节进行部署，并摆在

“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之首。国家强化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与脱贫攻坚战、决战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等时代需求相互配合，更加关注农村、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推动基本公共服务

朝着促进公平可及、精准帮扶的方向发展[26]。

（三）党的二十大以来：高质量发展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的基础上，总量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中国迈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新征程，面临着新的战略任务和挑战。2022年 10月，党的二十大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凸显了高质量发展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的全局性、长远性

和战略性意义。2023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从宏观经济的发展质量到中

观产业的质量竞争力，再到微观产品、服务、品牌的质量水平作出部署。2023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了数字中国建设“2522”的战略框架。2023年 3月，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并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

“四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三、新时代十年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成效评估
坚定的道路自信来自实践成果的检验。新时代十年是中国提高发展质量力度最大、举措最实、成效

最显著的十年。本部分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更多地采用原始数据的形式，直观清晰

展现新时代十年中国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效。

（一）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

新时代十年，中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发展成效显著。一是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地位

不断攀升。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

排名持续提高，2019年超越日本，2022年上升到世界第 11位。二是创新投入持续增加。新时代十年，中

国的R&D人员和R&D经费投入均实现跨越式增长，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进一步上升，为提高原始创新能

力创造了良好条件（见图 2）。三是创新产出加速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专利申请授权量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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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成交额稳定保持两位数年均增速，技术转移

和成果转化不断取得突破[2]。但在一些重要领域仍

存在“卡脖子”技术和部件[2]，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

临挑战。四是创新高地加快建设。根据《中国科技

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

三大创新集聚区①的R&D经费支出和R&D人员全

时当量占全国比重分别由 2012 年的 57.08%、

56.46%上升到 2021年的 58.57%、56.93%。党的十

八大以来，三大创新集聚区专利申请授权量、技术

市场成交额和技术输出合同金额占全国比重维持

在 60%以上，彰显了强大的引领辐射作用。五是数

字经济加快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规模实现了 10.50%的年均增长，2020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占GDP比重达到 7.84%[27]，数

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作用更加明显。

（二）经济社会发展平衡性协调性不断增强

新时代十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扎实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区域和城乡协

调发展的潜力不断释放。一是区域发展协调性不断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表征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泰

尔指数呈波动下降态势，中部和西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稳定上升，而东北地区占比有所下降（见图

3），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计算，2022年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 5%的国土面积贡献

了 43.18%的生产总值，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动

力引擎。二是城乡发展差距持续缩小。根据国家统

计局发布的数据，在生活水平方面，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比和支出比分别由 2012年的 2.88和
2.57显著下降到 2022年的 2.45和 1.83，这意味着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成果卓著。

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2021年城乡人均道

路面积比相较于 2012年下降 32.03%，城乡卫生技

术人员比由 2012年的 2.50下降至 2021年的 1.57，
2012—2021年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年均增速高出

城市地区 4.04个百分点[3]，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

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短板加快补齐，为激发农业

农村发展活力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绿色低碳发展步履坚实

新时代十年，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绿色发展取得了显

著成效。一是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相关数据显示，党的十

①三大创新集聚区的划分参考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等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21》。京津冀创新集聚区包括
北京、天津、河北；长三角创新集聚区包括江苏、浙江、上海、安徽；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粤港澳创新集聚区仅包括广东。

图3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泰尔指数根据国家统计局各

省份人口和GDP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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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以来，中国以年均 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 6.6%的经济增长，2021年万元GDP能耗、万元

GDP用水量、单位GDP建设用地使用面积相较 2012年分别下降 26.40%、45.00%、40.85%，有效缓解了

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约束间的矛盾。中国绿色发展水平由 2012年的 0.4637提升到 2019年的 0.5937[4]，
绿色低碳发展迈上新台阶。二是环境污染治理卓有成效。伴随《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制定

和落实，2015—2021年中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量均实现大幅下降（见图 4），超额完成

15%的目标要求。全国的空气质量指数（AQI）均值由 2015年的 76.77下降到 2022年的 53.56，2022年
AQI达标城市比例为 54.63%，相较 2015年提高 33.43个百分点[28]。三是自然生态实现高水平保护和修

复。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12—2022年中国

累计实现 6902.12万公顷的造林面积，是全球森林

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积极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 2012年的 363个增加到

2021年的 474个，正式设立了三江源等第一批国家

公园，保护面积达 23万平方公里。四是碳达峰碳中

和稳妥有序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定不移

推进能源革命，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降至

2019年的 57.7%，水能、风能、太阳能、核能 4种非化

石能源的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比重从 2012
年的 28.51%增至 2019年的 39.69%[29]。根据中共中

央宣传部“中国这十年”系列发布会的相关数据，新

时代十年，全国单位GDP的碳排放下降34.4%，扭转

了碳排放快速增长的态势。

（四）高水平对外开放成效显著

新时代十年，中国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

局。一是贸易大国地位不断巩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 63096.00亿
美元。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由 2012年的 6011.64亿美元上升到 2021年的 9794.19亿美元，外贸结

构不断优化。二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行发展。十年

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

（ODI）均显著提升（见图 5）。特别是 2020年，在全球

跨境投资大幅萎缩背景下，中国ODI占全球当年流

量 20.2%，首次位居全球第一。三是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截至 2022年 3月，中国已与 149
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多份合作文件，商

签范围由亚欧地区拓展到非洲、拉美、西欧等相关

国家和地区，2013—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直接投资额达 1613亿美元[25]，既促进沿线国家发

展，也重塑了国内东西双向开放结构。四是制度性

开放稳步扩大。根据商务部公开数据，截至 2022年
9月，中国共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19份，涉及国家和

地区26个，与自贸伙伴的贸易额占外贸总额35%左

图4 中国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以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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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有效联通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后设立 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

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由2013年的199条缩减至2021年的27条，开放领域越来越宽。

（五）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新时代十年，中国坚持贯彻共享发展理念，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一是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

利。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深入实施下，中国贫困人口比例快速下降，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3]，为走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

数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人均GDP的增长，中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升，2022年达到 3.69万
元，逐年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同时，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壮大，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

体且仍处于增长阶段。三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加快。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在教育、医疗卫生、社

会保障和就业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呈倍数级增长，国家以标准体系建设强化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的社

会兜底保障作用，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以及不同人群间的分布更加均衡[26]。四是共同富裕水平显

著提高。根据和军等的测度，2013—2020年中国共同富裕水平年均增长 4.24%，其中富裕度水平呈年均

7.04%的高速增长，共享度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但增速相对缓慢，进一步缩小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将

是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的重中之重[30]。

四、新征程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展望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新时代十年中国高

质量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仍面临着诸

多严峻挑战，例如产业链供应链亟待突破“卡脖子”问题、一些地区发展动力不足、部分地方难以有效协

调降碳和增长、劳动力数量比较优势减弱。立足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

面推动高质量发展。

第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2023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旨在进一步理顺科技领导和管理体制，聚焦关键

核心技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这一举措将有利于全面统筹各方力量，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如何发

挥出新型举国体制的巨大优势成为破解高质量发展卡点瓶颈的关键。一是要建立产学研贯通机制。面

对高校基础研究成果难以有效满足实体经济部门现状，要继续坚持破“五唯”导向的激励机制，确立以

原始创新、重大理论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等为导向的新型激励机制。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

用。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龙头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以企业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共

性技术研发。三是要梳理科技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各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通过政策和资金引

导，统筹创新要素合理流动，避免盲目竞争、扩张、转向。

第二，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

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经济将会是新征

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要发挥出数字化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作用。一是要完善数据要

素市场规则。统筹数据开发、隐私保护和公共安全，完善数据监管，建立数据登记及披露制度。培育数据

交易主体，规范化数据交易平台，构建合理的市场交易规则。二是要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构建以数据、算力、算法、应用协同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注重连接能力和效率提升。三是要加强政策引

导。要通过制定标准、技术支持、资金补贴等措施，引导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发展。

第三，统筹区域战略体系，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党的二十大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形成了区域发展战略体系。加强战略间联动将是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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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一是要发挥主体功能区战略在区域发展定位和优化区域发展格局方面的决定

性作用，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上找准地区定位，充分发挥本地区比较优势。二是加强区域重大战略与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之间在空间上的相互支撑。特别是推动东北地区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创新

合作、基础设施联通、产业转移承接等领域加强合作。三是将新型城镇化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机

结合。形成多中心、多层次的城市群网络，发挥重要城市群引领带动辐射作用，梯度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例如通过哈长、辽中南等城市群发展，把东北地区优质生产要素集中起来，形成核心增长极和战略引

擎，从而辐射、带动东北地区整体发展。

第四，全面推动绿色发展，保障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针对双碳进程推进工作中出现的“急功近利、

急于求成”“只顾降碳、不顾其余”等突出问题，党的二十大作出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

重大战略决策。要确保协同推进战略部署落地生根见效，加快建立有效的协同推进激励约束机制则是

重中之重。一是要构建协同推进的综合评价体系。兼顾全国通用性和地区差异性，建立科学合理的综合

评价指标体系、协同推进综合评价机制以及协同推进综合评价结果运用机制。二是构建协同推进的目

标考核体系。建立协同推进目标考核指标体系、目标分解机制、目标考核机制，目标考核结果的运用要

与地方官员晋升、社会监督政策、动态终身追责挂钩，从而真正发挥目标考核对协同推进的有效激励约

束。三是构建协同推进的监督检查体系。建立协同推进的党内巡视制度、专项督察制度、公众监督制度。

第五，提高人才队伍质量，强化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高质量发展是主要依靠创新驱动的发展，而

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投入仍旧发挥重要作用。在劳动人口规模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离不开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正如李强总理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答记者问时强调的

“人口红利既要看人口数量，更要看人口质量，既要看人口数，更要看人才数”。一是要加大教育投资。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继续提高教育体系的整体质量，特别是要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持续促

进教育公平。二是要提高现有人力资源质量。完善不同群体多元化学习需求，降低在职人员继续教育门

槛，提高在职学历认可度，实现劳动者整体素质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三是继续解决好社会保障问题。在

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在社会保障稳固的前提下促进

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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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Path to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Decade

of the New Era--Review, Evaluation and Outlook

Liu Hua-jun, Tian Zhen

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andmark historical stage of the past decade of the New Era,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quantifies and assesses China's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proposed a feasible path to further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n the new journey. In the de⁃
cade of the New Era, China has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adapt to the new normal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develop⁃
ment, mad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theme of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made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the primary task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In the past decade, the role of innovation in
dri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bee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gap between regions a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development has been narrowing,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has taken solid steps, opening-up has increased
both in scale and quality, and substantial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On the new journey to fully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China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to strength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
c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al economy, coordinate the regional strate⁃
gic system,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uman resources.

Key Words: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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