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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新质生产力产生于技术的革命性突破,
而新兴数字技术则成为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其通过实现生产力三要素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创造新领域新赛

道供给、培育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成长、以数实融合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以低碳转型形成绿色生产力等机制赋能新质生

产力。 从具体发展路径上看,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元宇宙、数字内容等代表性新兴数字技术的有效落地,强化了生产要素

质量,催生出新需求、新业态、新模式,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增势蓄能。 今后,我国应牢牢把握新兴数字技术对新质生产力的促

进作用,加大新兴数字技术领域的创新投入力度,积极培育新兴数字技术领域的创新型人才,完善支撑新兴数字技术发展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从而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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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质生产力是以高新技术驱动经济内生增长的生产力新形态,体现了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背景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追求[1] 。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量子信息、工业互联网

等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新兴数字技术逐步融入数字经济和

实体经济,促进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要素的配置优化,极大激发了不同社会主体的创新活力,
推动着生产率的大幅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必须加强科技创

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
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要以科技

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兴

数字技术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其演进方向深刻影响着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壮大,也是推进

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因此,深入探究新兴数字技术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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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提出逻辑、科学内涵、价值意蕴、演进路径等方面[2-3] ,指
出了新质生产力形成于科学技术的创新性发展,但关于直接探究新兴数字技术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关系的研

究并不多见,主要从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企业主体、创新能力等的影响入手分析培育机制。 张沥幻和张金

昌[4]通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实融合技术促进新质生产力提升的机制,指出数实融合技术通过企业高科技

化、高效能化、高端换转型升级提升新质生产力,但缺少合理的理论分析,无法有效解释数字技术影响新质

生产力的具体路径和支撑机制等问题。 周文康[5] 从理论方面综合分析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推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优势和进路,指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通过发挥内聚力优势、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协同“出新”和

“创新”等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但围绕关键数字技术对新质生产力影响机制的精细化研究仍然不足。 基

于此,本文以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重要特征、本质要求为切入点,深入剖析新兴数字技术赋能新质生产

力的核心机制,从人工智能、元宇宙、工业机器人、数字内容等代表性数字技术的有效落地入手,细致探究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二、新兴数字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机制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创新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技术正逐

渐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为社会新经济发展赋予全新动能。 目前学术界认为,新兴数字技术

是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的最新发展,是可以将信息标准化并对数

字知识信息进行编码、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应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系统[6-7] ,主要表现为数字

产品、数字平台、数字系统、数字应用、数字组件、媒体内容等[8] 。 新兴数字技术由数据、计算、算法、通信、互
联网等多类别技术主体聚合而成,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先进机器人、量子信息

等。 新兴数字技术具有智能及时感知、快速识别数据复杂关系、敏捷适应外部变化、数据协同生产、可编辑

性、可寻址性等优势特征,便于应用到生产生活与社会治理等领域,对于促进生产力变革具有重要意义[9] 。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动力,这赋予了新质生产力明

显的技术性特征。 从内涵上看,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本土化创新和实践[10] 。 通过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引入新

的生产要素取代传统生产要素,并重构实现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11] 。 新质生

产力中的“质”表明区别于传统生产力,强调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驱动下实现的创新生产范

式。 通过实现生产力三要素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创造新领域新赛道供给、培育新兴产业与

未来产业成长、以数实融合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以低碳转型形成绿色生产力,新兴数字技术逐步构建出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机制。
(一)实现生产力三要素数字化转型

新兴数字技术通过创新突破升级了传统生产要素,实现了生产力三要素的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生产

要素质量,可以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 从劳动者角度看,元宇宙、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数字技

术突破了教育的时空限制,丰富了劳动者接受教育的场景,降低了劳动者学习知识技能的难度和成本,从而

帮助从业人员提升创新能力和职业素养,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劳动者的需求。 从劳动资料方面看,当工

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数字技术被应用于实体生产部门后,形成了以数智化软硬件及信息网络系

统为代表的新型劳动工具,推动劳动资料从实体范畴向虚拟范畴延伸[12] 。 这些新型劳动资料具备跨时空

性、开放性、自我强化性、可编程性等特征[13] ,削弱了自然条件对生产活动的限制,极大拓展了生产空间,为
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物质条件。 从劳动对象上看,新兴数字技术的出现大大拓展了劳动对象的种类和形

态。 数字技术创新实现了对房屋、矿产、城市、交通等传统劳动对象的数字化改造,并创造出智慧建筑、智慧

矿山、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新场景新业态。 特别是在新兴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数据正成为一种关键生产要

素。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的涌现,完成了对数据的搜集、整理、处理、
分析、存储和管理,促进了数据价值的充分释放。 数据兼具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双重属性[14] ,能够打破原

有生产要素的限制,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管理等各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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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治理方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二)推动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 新兴数字技术通过变革要素资源配置方式,突破

了生产要素的时空限制,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被赋予全新内涵,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价值被

充分激发。 数据要素通过与传统要素融合叠加,可显著提高要素协同效率,推动资源配置的优化,为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提供新动能。 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为传统产业发展注

入活力,实现了产业链和供应链数据的共享,加强了产业链上、中、下游间各环节的协同配合,重构了产业组

织竞争模式,从而推动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 基于数字信息平台,上游厂商根据制造企业实际需求进行

原材料开采和零部件加工,降低信息成本和效率损失,改善库存投资过多和产能过剩的情况。 中游制造厂

商可以利用工业互联网有效监控材料购入、产品生产与销售、商品剩余等各个环节的具体情况,实时获取相

关数据,并实现对数据的存储、整理、分析和共享,提高生产决策和经营效率。 下游销售企业可以利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更加精准地刻画用户的消费偏好和行为习惯,有效预测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为企业经

营决策提供可靠依据;物流公司可利用区块链即时跟踪厂商的接单信息和消费者的购买信息,提高物流派

送效率。
(三)创造新领域新赛道供给

区别于传统生产力依靠渐进型的增量式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离不开自然基础科学研究和原有

技术路线的革命性突破[15] 。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新兴数字技术创新呈现出跨领域

深度交叉融合和群发性突破的态势,并创造形成了一系列新领域新赛道供给,推动生产力向着更高级、更先

进的形态演进。 首先,前沿性颠覆性数字技术正在加速突破[16] ,如大语言模型、6G、量子计算、数字孪生、卫
星互联网等;其次,依托数字技术创新开拓的新型商业模式日趋成熟,如无人零售、共享经济、生物经济、低
空经济、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金融等新领域;最后,数字技术创新激发了新的消费需求,催生出全新产

品和服务以满足各类消费者,如元宇宙、无人驾驶、新型显示等。 尤其是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数据,在大量

市场收集与处理需求推动下已成为一个新兴领域。 这些新技术、新模式、新产品的不断涌现,为新质生产力

的形成打下了重要基础。
(四)培育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成长

新兴数字技术创新不仅创造出了新技术、新模式与新产品,还带动了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发展,使之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载体。 当前,大多数新兴产业均诞生于数字技术领域,如集成电路、新一代通信技

术、人工智能、智能飞行、高端机器人、云计算、智能网联车等。 随着我国前沿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新兴

产业市场竞争力逐渐提升,有效支撑了我国新旧动能持续转换,成为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
在新一代通信技术领域,我国 5G 关键技术取得整体性突破,构建了涵盖系统、芯片、终端、仪表等环节在内

较为完整的 5G 产业链;在智能飞行领域,我国成功实现全球首条跨海跨域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lectric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eVTOL)航线的演示飞行,成为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智能网联车领域,
我国“车路云一体化”技术全球领先,并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无人驾驶汽车测试体系,使其助力国产新

能源汽车逐步在国际市场上“弯道超车”。 相较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数字前沿科技创新的互动更

为紧密[17] ,其发展赛道不断细分演化,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 数字技术领域的未来产业主要包

括未来网络、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类脑智能等产业。 其中,量子信息产业是量子力学、信息科学等多领域

交叉形成的产业,主要分为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测量三大类[18] 。 根据 Coherent
 

Market
 

Insights 数据,
2030 年全球量子通信产业规模预计达到 78. 5 亿美元。

(五)以数实融合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先进机器人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依靠其强大的渗透性、
替代性和协同性等技术与经济特征[19] ,与实体经济各领域不断融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水

平,对传统生产方式实现全方面、全链条、全角度地改造。 作为经济发展中的参与主体,企业逐步推进自身

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从商业模式、业务流程、组织架构等方面着手优化,实现纵向、横向、端对端的业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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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深度融合。 平台型商业模式、生态型商业模式蓬勃发展,为企业持续增长提供动力;云计算、大数据等

技术接入业务流程,实现操作、管理、实施过程的自动化,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多部门组织架构的调整,优
化了企业资源配置,提高了企业运营效率。 数实融合凭借对已有数据信息的智能化匹配和可视化读取,增
强资源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物流等过程中的匹配程度,提高网络链接和组织协同能力,促使数字工

厂、智能监管、智慧矿山等新模式的不断涌现。 尤其是支撑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在新技术的作用下进一步

升级,5G 基站、大数据中心、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等数智化的新型基础

设施日益完善,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六)以低碳转型形成绿色生产力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与传统高污染、低利用的发展模式

不同,新质生产力具有明显的绿色属性,强调通过先进的绿色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实现生产过程清洁化、
资源利用高效化、产品供给绿色化,推进产业、能源结构等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随着技术绿色化发展,光伏、
生物能、风电、氢能等新能源相继推出,纳米陶瓷、光学功能薄膜、石墨烯等新材料不断涌现,并催生出新能

源汽车、燃料电池、绿色建筑、碳捕捉碳存储等新产品,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机遇。 传统产业中的高能耗

设备、高排放能源、非绿色技术逐渐被替代,落后产能逐步被淘汰,绿色制造的普及提升了传统产业能效水

平和环保水平。 当前,我国正积极开展重点行业的“以旧换新”行动,收旧同时完成资源循环利用闭环,逐渐

形成更新换代的规模效应。 2023 年,我国废旧家电回收总量达 450 万吨,而每回收 1 吨废旧家电,拆解出的

再生资源能够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约 4. 7 吨。 值得注意的是,物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在这一过程

中功不可没,其通过产业链中的数据互传为生产过程的绿色优化搭建起信息流动通道,实现了生产过程的

精细化、精准化监控和管理,有效降低碳排放和能耗。 工业互联网还帮助企业开展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
流运输、回收利用等各环节的数字化监测和分析,有效提高供需匹配精准度,减少资源浪费和碳排放。

三、新兴数字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路径

在所有新兴数字技术之中,人工智能、元宇宙、工业机器人和数字内容技术是近年来发展速度最快的领

域,也是对经济社会影响最大的领域之一。 这些技术能够通过通用技术赋能、商业模式赋能、生产效率赋

能、新型消费赋能等方式与其他产业协同发展,充分发挥其强大的溢出效应、扩散效应和联动效应等优势,
从而创造和培育新质生产力。

(一)人工智能:
 

通用技术赋能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技术,人工智能目前已经进化至人机高度交互的阶段,正在成

为继蒸汽机、电气、互联网之后的新一代通用技术。 人工智能具有应用普遍性、广泛渗透性、数据驱动性等

重要特征,能够从多方面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1.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作为一种通用技术,人工智能能够广泛参与到生产、交换、分配等环节,给传统产业带来全新发展。 特

别是自 2020 年以来,以大语言模型(简称“大模型”)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工业、服务业中得到了普

及应用。 大模型以多模态行业数据、多层级模型架构为基础,突破了传统深度学习的局限,通过增强场景化

模型的泛化能力、生成内容能力、变更交互能力等方式加速渗透能源、制造、采掘等工业领域,实现了在研

发、设计、制造、管理、运营等流程领域的有效应用,推动了工业数字化转型。 同时,大模型在多个服务业领

域也开始普及:即金融大模型能有效监视和预测金融市场动态,提高决策效率,优化风险管理,拓展金融科

技的服务空间和场景;医疗大模型通过分析大规模的医疗数据,挖掘疾病发生规律和风险因素,辅助医生更

准确识别疾病类别,进行疾病预测和风险预估,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和质量;大模型落地物流行业,解决了数

据采集问题,能有效设计物流方案,规划物流路线,降低物流成本。 此外,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的重要组成,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的发展和转化应用,促进了技术集成与商业模式创新,推动了智能网联车、
工业机器人、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壮大,以及 6G、虚拟现实、脑机接口、人形机器人等未

来产业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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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人工智能可以深刻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强化传统要素功能,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一

方面,人工智能是一种生产要素扩展型技术[20] ,可以对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产生偏向性替代,实现

传统要素质量的提升。 人工智能可以承担重复性高、计算量大、危险程度高等类型的工作,促使劳动者专注

于创造性工作,由此提升劳动力质量。 人工智能的普及可以提高资本回报率和资本要素价值,创造巨大的

利润空间,吸引更多资本进入市场。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协同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相关技术,搭建智

能服务平台,充分激发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价值,使其与传统生产要素有效融合、改造,实现资源的最优

配置,推动经济的智能化发展。 基于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可以提高企业预测市场需求的精准度,帮助企业

合理规划生产,避免库存积压,减少产能过剩;依托云计算平台,人工智能可以利用弹性、可扩展的计算资

源,来降低用户在硬件设备上的投入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
(二)元宇宙:

 

商业模式赋能

元宇宙作为新兴数字技术的集大成者,实现了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区块链、虚拟现实、脑科学等先进技

术的集成和融合[21] ,生成无限接近真实的可视化虚拟数字网络空间,在为人们提供丰富数字身份、虚拟环

境、虚拟物品、在线角色等要素资源的同时[22] ,赋能商业模式的创新。
1. 工业元宇宙:

 

数字孪生促进制造业提质增效

工业元宇宙是数字孪生、增强现实、多感官交互等关键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的高级工业

生态,通过数字孪生创造工业生产的虚拟空间直接映射现实工厂的运转,从而实现生产制造范式的革命性

演进。 工业元宇宙的应用场景可覆盖从研发到销售的全链条,包括研发设计、产品制造、性能测试、库存监

管等环节。 在研发设计方面,工业元宇宙能够控制设计所需环境因素,打破地域限制实现协同操作,提供更

为精准、直观的模拟,有效提高研发效率;在产品制造方面,工业元宇宙可以将现实工厂的制造设备、原材料

等模拟到虚拟工厂中,实现对产线布置、人员安排、材料投入等方面合理性的提前验证,从而优化生产流程、
减少资源浪费;在性能测试方面,工业元宇宙能够为产品的试验验证和性能测试提供可视化虚拟空间,降低

测试成本,提高检测的效率和准确性;在库存监管方面,工业元宇宙可以帮助企业进行实时监控和数据反

馈,及时观测市场需求变化和产品库存剩余,提高企业内部资源的配置效率。
2. 文旅元宇宙:

 

沉浸交互创新文旅业态

文旅元宇宙是将元宇宙技术与文化、旅游相结合的全新业态,借助优化文旅产品创作、突破感官限制、
扩展思维边界、赋能文旅场景设计等手段,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创新性变革,并创造出虚拟博物馆、虚拟演

出、虚拟文化交流等新型体验平台和载体。 虚拟博物馆利用元宇宙技术将不同文化的艺术品、历史遗迹等

复刻至数字空间,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延伸博物馆的服务范围,提高人们的参观感受;虚拟演出既包括

融合真实世界的演出,又包括以数字分身打造的完全虚拟演出,无论哪种形式都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沉浸

式交互体验,在较大程度上丰富了演出艺术的表现形式,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虚拟文化交流创新了文化交

流方式,能够创造出不同场景下的文化产品展示,促进观众和同行之间的互动沟通,有利于文化衍生产业的

繁荣发展。
3. 教育元宇宙:

 

虚实结合升级传统教育模式

教育元宇宙是利用虚拟现实等技术创建虚实融合场景进行教学活动的教育模式,能够为教育带来新的

工具和资源。 一方面,教育元宇宙克服教育平台时空的局限,提供各种类型的教学场景,有效降低了教育部

门的课时成本,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效果方面均显著优于传统教学模式。 例如,美国游戏公司 Roblox 打造

的 3D 多人互动式教学空间,能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学习者体验个性化的教学活动,尤其方便物理、化学、生物

等实验课程的开设与展示。 另一方面,有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的元宇宙系统可以更精准地刻画学习者的主要

学习特征和行为转变,以便教师进行针对性、有效率的科学指导,提高教学效果和水平。 同时,教育元宇宙

创设了教师和学习者的数字形象,使其进行更加深入、便捷的线上互动,这就有利于激发学习者获取知识的

热情和能动性,提升学习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培育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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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机器人:
 

生产范式赋能

工业机器人指三个或多轴上可编程的、自动控制的、多功能机械装置,是新兴数字技术在制造业应用的

具体体现,也是智能制造时代的代表性生产工具。 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提高产业生产效率,推动了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1. 构建智能制造生产范式

在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工业机器人向着智能化方向发展,其应用领域不断拓宽。 工业机器人在

应对复杂环境、稳定安全作业、持续精细操作、有效便捷管理等方面具有巨大优势,能够替代普通劳动者从

事重体力、多环节、高精度、高灵敏度及恶劣环境下的工作,主要应用于汽车制造、3C 电子、半导体、光伏、物
流、化工等领域。 目前,工业机器人已成为先进制造、智能制造不可或缺的关键设备。 例如,在汽车制造领

域,特斯拉、小米、蔚来等汽车企业创办的智能工厂引入了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在零部件压铸、车身焊接、油
漆喷涂等环节实现了自动化,达到了超过 90%的综合自动化率和 100%的关键工艺自动化率。 在光伏领域,
隆基、晶科、通威等龙头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大量选用不同类型的工业机器人,并将其应用于电池片、硅料、硅
片、组件等主要工艺流程,以此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降低。

2. 产品迭代加快生产效率提高

近年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在实体经济领域的市场需求快速扩大。 据麦肯锡估计,2023 年我国工业机器

人市场规模将达到 260 亿美元。 借此机会,国内机器人创新企业紧跟行业实际需求,不断提升工业机器人在

感知、计算、执行等方面的性能,提高机器人技术的稳定性、可靠性和自主性,搭建了成熟的技术创新体系和

服务体系。 不少制造业领军企业也依靠自身优势领域开展工业机器人的技术研发创新活动,形成自主的工

业机器人品牌,着力增强细分领域的产品创新能力,加速推进产品更新换代,而这又能进一步帮助企业提高

生产效率。 例如,美的 KR
 

1000
 

titan 工业机器人具有开放式运动系统和鲜有其比的负载能力,其有效载荷

为 750 千克~1300 千克,可以从 6. 5 米远的地方精准、快速地搬运重物,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 随着我国工

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替代加速,工业机器人的制造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这将带动工业机器人在下

游应用领域渗透率的提高,扩大工业机器人的普及率,赋能企业提高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四)数字内容:

 

新型消费赋能

数字内容指以数字形式存在的文本、音频、图像、海报等内容,通过信息化技术实现对各类文化创意内

容的发掘、加工、传输和播放,涵盖了移动内容、互联网服务、游戏、动画、影音、数字出版和数字化教育培训

等多个领域[23] 。 数字内容产业依托 5G、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改变了人们的娱乐习惯和消费

需求,创新了生产主体和产业形态,形成了新型消费的增长点。
1. 改变娱乐体验和消费习惯

数字技术与传统文娱产业有机融合,为人们带来了网络直播、短视频、高清游戏、立体影像、虚拟现实等

交互式、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拓展了消费者体验边界和感知范围,推动着内容消费习惯和消费需求的转

变。 人们消费数字内容的核心需求逐步升级为对优质内容、感知内容、创意内容的深度体验。 随着 AI 技术

与网络视频领域融合程度的加深,短视频逐步成为大部分人日常生活中必要的娱乐选择之一,为人们提供

了直观、生动、便捷的社交娱乐工具,改变了人们的休闲习惯。 网络直播打破了原有的时空界限,通过提供

更具沉浸感和参与感的实时互动,与用户建立起紧密的情感联系,刺激人们产生消费需求和消费意愿,正逐

渐成为人们网上消费的主要方式之一。 依托硬件性能和 3D 引擎软件的发展,高清游戏品类逐步形成了手

机端、电脑端和主机端的全覆盖,凭借其方便快捷、互动性强、操作简单、娱乐性高、玩法丰富等优势,吸引了

大量端游玩家和新用户的加入。 2024 年 8 月,我国游戏科学公司推出的《黑神话:悟空》产品在短短 3 天内

就卖出了 1000 万份的数量,充分展示出了高清数字游戏的市场规模和潜力。
2. 创新生产主体和内容形态

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应用,数字内容产业正变革着生产主体和生产模式,孵化出新的产业形态和价

值体系。 数字化平台等网络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为数字内容创新提供了支撑,推动着内容载体向纵深发

展。 自有网站、公众号、客户端等成为各类媒体进行内容分发和传播的主要渠道,新闻传播形态正从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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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传播向全媒体时代的复合传播转变,促使内容生产转为多元主体网络协同并行[24] 。 抖音、小红书、快手

等自媒体平台的快速崛起也打破了内容创作者和使用者之间的边界,降低了用户进入门槛和创作成本,吸
引了大量复合型人才成为创作主体,丰富了数字内容创作形式。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使用解决了信

息挖掘、数据检索与整理、资源管理等重复性劳动工作,释放了内容工作者的劳动力,推动形成了人-机协同

的智能化内容创造模式。 这些新兴数字技术赋予了内容产业新的产业形态,使其日益走向内容制作过程数

字化、传播方式数字化、传播载体数字化等,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的精神需求。

四、借助新兴数字技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政策建议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先进生产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对于我国构

筑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新兴数字技术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
通过创新引领、鼓励多主体参与、促进产业升级与培育等主要路径推动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升级。 因此,我
国要把握新兴数字技术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坚持创新发展,培育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实现生产力的迭代升级。
(一)加大新兴数字技术领域的创新投入力度

数字技术创新是世界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引擎,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动能。 首先,加强

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区块链等前沿基础性研究,鼓励多元创新主体合作发力。 应加大对重大科技项目和重

大科技攻关工程的投入和帮扶力度,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共性技术。 充分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

源,提升国际合作水平,鼓励国内外科研院所和龙头科技企业联动合作,聚焦产学研用资源,推动引领性技

术和颠覆性技术研发。 其次,加快新兴数字技术领域的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为科技革命性突破提供有力支

撑。 国家实验室、大型科研仪器等科技基础设施是实现科学技术突破、促进创新成果转化、支撑科技产业发

展的重要根基。 要面向新兴数字技术重点方向,积极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科研基础设施的规

模和技术性能。 加快科技基础设施向社会和企业开放力度,顺应科技多领域相互依托、协同突破的趋势,整
合现有优质资源,搭建跨学科、跨领域、多要素协同的综合性创新平台。 最后,深化创新体制改革,形成支持

新兴数字技术创新的基础制度。 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

制机制优势,对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机器人等关键技术开展集中攻关。 构建以关键技术突破为重点的

创新制度体系,破除阻碍数字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行能够充分激发科技研发主体创新热情和创造

力的机制模式。
(二)积极培育新兴数字技术领域的创新型人才

人才是数字技术创新活动中最重要的要素,也是新质生产力生成中最活跃的要素。 首先,优化高等学

校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 顺应数字技术发展新趋势,系统分析数字技术人才缺口情况,动态调整高校

的学科和专业设置,有效推动本土化创新型人才队伍的建设。 推动高校变革传统教育方式,引入更多启发

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数字技术相关的科研项目和实践活动,培育青年人的科学精神、
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其次,深化人才体制改革,完善数字创新型人才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 科技人才

评价体系应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演进而改进,充分考虑团队协作、成果价值、发展潜力等综合影响因素,
建立以创新效益、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鼓励和支持科研事业单位探索多元、灵活的激励

制度,培养并稳定从事数字技术领域基础性、前沿性研究的科研队伍,为其提供稳定物质保障。 最后,构建

产学研协同发展的数字技术育人模式。 要鼓励和引导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等专业机构参与数字技术创新型

人才培养,打通高校和专业机构之间的人才传输通道。 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资源优势、科研院所的科研资

源优势和行业企业的实践资源优势,构建产学研用结合的数字技术协同育人模式。
(三)完善支撑新兴数字技术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新兴数字技术的不断演进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首先,不断完善产业体系布局和产

业生态。 要加快制定新兴数字技术产业发展规划,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信息、元宇宙、区块链、数
字内容等新兴数字技术产业,加大对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强化其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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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生产力的支撑载体作用。 要加强对新兴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政策引导,推进传统产业和数字经济

的融合步伐,促使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出现。 其次,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

业化发展提供基础支撑条件。 要完善以 5G / 6G、千兆宽带、卫星互联网等为代表的网络基础设施,推动新一

代通信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和渗透;要搭建以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数据存储、工业互联网等为代

表的信息服务基础设施,为数据要素在产业中的价值释放提供有力支撑;要建设支撑智慧城市、智慧交通、
智慧政务等社会治理和关键行业信息化应用的重要基础设施,发挥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民生的作用。 最后,
推动各区域新兴数字产业协调发展。 深入推进区域间数字技术交流和开放合作,充分发挥各地区在技术和

资源上的比较优势,建立以东中西部特点突出、层次分明的产业优势集群,探索出发挥本地优势、展现本地

特长的产业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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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not
 

only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a
 

booster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as
 

generated
 

by
 

the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
 

of
 

technology.
  

And
 

emerging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which
 

empowers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mechanisms
 

such
 

as
 

realiz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ree
 

elements
 

of
 

productivity,
  

promoting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
  

creating
 

new
 

fields
 

and
 

new
 

tracks,
  

cultivating
 

the
 

growth
 

of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future
 

industries,
  

leading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with
 

digital-real
 

integration,
  

and
 

forming
 

green
 

productivity
 

through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cific
 

development
 

paths,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representative
 

emerg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ial
 

robots,
  

metaverse,
  

and
 

digital
 

content,
  

has
 

strengthened
 

the
 

quality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spawned
 

new
 

demands,
  

new
 

forms
 

and
 

new
 

modes,
  

and
 

increased
 

the
 

momentu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firmly
 

grasp
 

the
 

role
 

of
 

emerg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promo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emerg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actively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emerg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so
 

as
 

to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and
 

grow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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