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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力的
逻辑、形势与路径

李嘉桐,韩永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420)

摘 要:当前时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

加快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国际竞争形势深刻变化。 为了探寻中国如何适应日趋复杂严

峻的国际竞争局势,研究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力的内在逻辑,深入分析国际竞

争的新趋势和中国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力的战略路径。 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

是一国形成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新质生产力的构建有助于一国在国际竞争中获取优

势;当前国际竞争呈现出以科学技术创新为竞争导向、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点竞

争领域、以产业政策与贸易限制措施为主要竞争手段、以数据治理为国际竞争新赛道

的特征。 研究表明,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力,需要构建差异化导向的

高层次竞争优势,推动市场消费升级加快供给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科技

创新为导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从而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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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erlogic, situation, andpathwaysforshap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throughnewquality productiveforces

LIJiatong, HANYonghui

(Guangdong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Strategies, GuangdongUniversityof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In today,sworl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o-economicdevelopmentare

rapidlyconverging, with technological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transformation reshapingthe

globalindustriallandscapeand intensifyingthedynamicsofinternationalcompetition.To

examinehowChinacan navigatethisincreasinglycomplexand challengingcompetitive

environment, thispaperinvestigatestheinnerlogicofshaping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

through 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Itprovidesan in-depth analysisofemergingtrendsin

internationalcompetition and outlinesstrategic pathwaysforChinatoenhanceits

competitivenessbyleveraging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Thestudyfindsthatnew

qualityproductiveforcesserveasthecornerstoneofanation,s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

and fosteringitallowsacountrytosecureacompetitiveedgeon theglobalstage.Currently,

internationalcompetition in theneweraismarked bythefollowingkeycharacteristics:

scientificand technologicalinnovation hasbecomethecentralaxisofcompetition, strategic

emergingindustriesrepresentcriticalcompetitivedomains, industrialpoliciesand trade

restrictionsareprominenttoolsin thecompetitivearsenal, and datagovernancehasemerged

asapivotalarenain internationalcompetition.Theresearch suggeststhattoaccelerate

shaping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through thedevelopmentofnewqualityproductive

forces, Chinamustfocuson buildingdifferentiated, high-levelcompetitiveadvantages,

promotingmarketconsumption upgradestodrivesupply-sidetransformation, fosteringand

expandingstrategicemergingindustries, and advancingthetransformation oftraditional

industrieswith afocuson scientificand technologicalinnovation.Thesemeasuresaimto

establish acompetitiveedgein theinternationalarena.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ternationaltrade; dataelement; strategicemergingindustry; datacirculation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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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推

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

技术变革加速全球产业格局重塑,逆全球化

思潮涌现,国际竞争形势日趋严峻复杂,国际

竞争力的塑造显得愈发重要。 在此形势下,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塑造国际竞争力提供了

重要启发。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对于塑造国际

竞争力具有重大的意义与战略价值。 一方

面,新质生产力可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

创造国际竞争优势。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

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

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重要

标志,而要素生产率是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来

源,拥有更高的要素生产率将在国际竞争中

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如何创造有利提升生

产率的环境,成为一国塑造国际竞争力的关

键。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适应国际竞

争新形势,为塑造国际竞争力提供有利条件。

当前大国间博弈竞争在科技、贸易、产业等多

领域已趋于白热化,并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

以科技创新为竞争导向、以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重点竞争领域、以产业政策与贸易限制措

施为主要竞争手段、以数据治理为国际竞争

新赛道。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重要驱动

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要支撑,发展新质

生产力是主动适应国际竞争新形势、打造国

际竞争新优势的必然举措。

本文在把握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的基础

上,研究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力的内

在逻辑,分析面临的国际竞争形势,从而探寻

中国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力的战略路

径,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抢占发展制高点,在

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一、文献综述

从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开始,学界

对于国际竞争力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 国际

贸易理论认为可以通过外贸竞争力来衡量一

国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因为国际贸易是国家

间竞争最直接的形式,一国商品在国际上的

竞争力反映出其背后国家的整体生产能力。

国际贸易理论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

国际竞争力,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仅靠外贸竞

争力已难以解释一国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在

认识到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后,部分

学者转向了以竞争优势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

研究。 国家竞争优势最早由 PORTER提出,

他指出国家层面的国际竞争力就是国家生产

力,一国拥有更高的科技创新水平,其整体生

产率的发展速度就会领先于其他国家,由此

便形成了竞争优势[1]

。 随着中国越来越深

入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当中,同时国际竞

争格局加速演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分析

中国面临的国际竞争形势,研究中国如何塑

造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阎学通认为技术标准

正成为国际规则制定权之争的重点,当前国

际格局两极化竞争的核心是技术优势[2]

。

陈楠等提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叠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全方位冲击下,中国

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

争[3]

。 裴长洪等研究发现,随着外贸新业态

不断涌现,中国外贸的新优势正在初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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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4]

。 余南平等指出数字竞争力是数字经

济时代塑造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的关键

力量[5]

。 于是在当前国际竞争形势之下,以

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以关键

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作为显著特征的新质生产

力,成为一国塑造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目前学界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已广泛

且深入。 黄群慧等从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出

发,提出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新型劳动者、新型

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新型基础设施等要

素构成,在结构承载上表现为由新兴产业、未

来产业等主导发展形成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6]

。 蔡继明等指出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

力价值创造的根本动因,并可带动传统产业

发展[7]

。 蒋永穆等借助对新质生产力运行

机理的分析,提出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技术

系统将要素系统革新的牵引力传导至产业系

统,最终实现对传统生产力的全面重塑[8]

。

在此基础上,更多的学者对新质生产力的形

成条件和形成路径产生了兴趣。 方敏等认为

生产力质变的本质在于通过要素及其组合的

变化引起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改变,并推动和

加快新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形成,新的

通用技术和主导部门的形成是生产力质变的

重要表征[9]

。 张翱等则更具体地指出,算法

规制和算力驱动的资源配置新模式是生成新

质生产力的基本逻辑,数字经济运行的机制

借助优化资源配置,将传统生产力转变为新

质生产力[10]

。 任保平从生产力现代化转型

的角度出发,指出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遵循

生产力现代化的规律和趋势,构建包括科技

创新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绿色生产力体系

和相应的生产关系体系在内的新质生产力

体系[11]

。

现有研究对于新质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

的研究已较为充分,但目前从国际竞争视角

对新质生产力进行研究的文献仍然较少,且

尚未有文献结合当前国际竞争形势的特征,

分析新质生产力为何可以帮助一国塑造其国

际竞争力。 本文试图在国际竞争的视角下,

研究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力的内在逻

辑,结合当前国际竞争形势的特征,构建中国

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力的战略路径。

二、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

竞争力的内在逻辑

(一)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将生产力定义为人类在劳动生产

过程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其适应自身需

要的物质力量,主要由劳动资料、劳动者和劳

动对象三者构成[12]

,生产力可视为这 3 个关

键要素相互作用的生产系统。 生产力水平即

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进行生产

活动的效率,生产力效率的提升和生产力的

发展既可来源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

象这三者单维度的优化提升,也可以来自于

三者的有机优化组合和配置。 由劳动者、劳

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力基本要素的优化

组合和配置产生质变而产生的新生产力形

态,即是新质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对生产力的解释,可视为研究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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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基础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不仅阐释了

生产力的基本要素,而且强调了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为生产力的时空演

变和动态化阐释提供了思想基础,并由此为

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切口。

区别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新

质”,一方面体现在科技创新对于生产力基

本要素的优化升级和生产关系的改善上。 生

产力基本要素的优化升级,即劳动者的知识

水平和劳动技术的提升,劳动资料由农业工

具发展到手工业工具再发展至电气化、自动

化和智能化,劳动对象由自然物、原材料到实

体产品再到信息数据。 基本要素从根本上推

动生产力的发展,其每次跃迁都象征着从传

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化。 生产关系则

从原始社会开始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通过不断变革

推动资源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持续优化,从而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

在劳动域拓展上也有所体现,即产生新的劳

动空间,如网络空间、数据空间、深空、低空、

深海、量子微小空间等。 结合当前的技术发

展趋势,所谓新质生产力是指不同于既有传

统生产力的,在基本要素、生产关系与劳动空

间上与传统生产力相比都呈现出新质态,并

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以关

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作为显著的特征,从而

与传统的生产力进行区分的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为

主要内涵[13]

。 一是新质生产力的新技术内

涵,即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 强调关键

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超越了传统意义上量的

维度上的技术创新,属于质的跃升,表示新质

生产力的关键性技术维度。 要推动生产力向

更先进的质态演变,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对劳

动资料、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三大生产力基本

要素进行重新塑造。 二是新经济强调通过科

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形成更高效的经济结构和

经济形态。 新经济来源于劳动方式的演变,

实现了技术到经济的衔接,象征新质生产力

的经济维度。 供需关系是经济运行中的基本

关系,而市场的需求实现程度与供给能力又

受到生产力的具体发展制约,依赖于新质生

产力来实现高质量的供需动态平衡,并通过

更高效的供需匹配推动经济良性循环。 新的

需求对供给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刺

激和引导新供给的形成,最终撬动生产力跃

升。 三是新质生产力的新业态内涵,即对于

整体产业体系、上下游全产业链条和相关支

持产业布局的完善。 如以数字科技推动传统

产业的转型,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技术范式与

数字经济范式的协同转换,推动新兴产业与

传统产业深度融合,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促进产业融合化发展,建立上下游互融

共生、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的产业发展新

模式。

(二)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

力的内在逻辑

  波特钻石模型,即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指

出[2]

,一国国际竞争优势的来源在于其为企

业提供的环境质量,并提出环境质量取决于

4 个直接因素和两个辅助因素,直接因素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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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需求情况、支持性产业及相关产业

状况和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辅助因素即机

遇与政府,辅助因素需通过 4 项直接因素发

生作用。 在这 6 个因素上拥有更多有利条件

的国家、产业和企业就能够在国际竞争获取

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低层次竞争优势向

高层次竞争优势的转化,从而塑造更强的国

际竞争力,尤其体现在波特钻石模型的 4 个

基本要素上。 一是在生产要素上,新质生产

力的新技术内涵要求以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

动力,以更高素质的劳动者为关键要素,摆脱

传统生产力依靠资源大规模投入为特点的粗

放式发展方式的弊端,从依赖自然资源、地理

位置、气候等初级要素以及依靠规模经济形

成的低成本竞争优势,转向追求科技创新先

进技术、高素质人才等更有利于形成高层次

竞争优势的高级要素。 二是在需求方面,新

质生产力的新经济内涵强调形成与新技术相

适应的新经济形态,新经济中的新需求对供

给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国内企业和产

业的供给质量形成压力,牵引和激发新供给,

从而创造更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三是新质生

产力的新业态内涵对新型产业生态的建设做

出了要求,以满足对于“相关产业和支持产

业表现”与“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两个要

素的需求。 新质生产力要求推动产业组织和

产业形态变革调整,促进生产组织向生态化、

数字化与平台化转型,营造以创新为导向,供

需精准匹配,高度共享资源、企业间紧密协作

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圈,使得生产要素高效流

动。 最终塑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科技创新

导向型产业竞争生态与相关支持产业集群。

在全球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背景下,社

会再生产过程的各环节高度市场化,企业仍

是国际竞争的直接主体,政府和国家并不直

接参与国际竞争,其通过企业和产业为载体

间接地参与国际竞争。 企业能在国际竞争中

获取竞争优势,本质上是因为拥有更高的生

产率[14]

。 所以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对于塑造

国际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一国需要借助科技

创新推动生产要素向高级生产要素转化,同

时优化各要素之间的分配组合,形成相应的

生产关系,最终推动生产力的跃升,发展新质

生产力,以更高的生产率在国际竞争中获得

优势。

三、中国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

竞争力面临的形势研析

  一国如何塑造并保持自身国际竞争力并

不完全取决于内部,也与其所处的国际竞争

环境的发展形势密切相关,外部竞争形势甚

至会反过来塑造一国的产业生态,并对其将

来国际竞争力的塑造产生深远的影响。 新质

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战略新兴产业

为主要载体,是一国构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所在。 当前国际竞争领域以科技创新和战略

产业为重点,同时在全球经济下行、大国博弈

加剧、地缘政治冲突频发、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背景下,产业安全与新兴战略产业的战略价

值,逐渐成为国家开展国际竞争时的重要考

量因素,并由此催生出各类产业政策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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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措施,国际贸易环境出现恶化趋势并加

剧国际竞争形势,对中国塑造新质生产力与

提升国际竞争力形成了多重冲击与挑战。

(一)大国科技竞争与博弈趋于白

热化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态势依然剧烈,各国

都意识到,在国际科技创新竞争中获取领先

地位,将对其社会、经济与安全等各个方面产

生重大的影响。 目前国际间科技竞争由美欧

等主要经济体围绕人工智能领域、半导体等

重点领域展开,其中以中美间的科技竞争尤

为激烈。

一国的对外科技战略取向通常受其自身

科技实力及其在国际科技竞争中所处地位的

影响。 中国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科

技创新水平快速提升,在量子通信和 5G通

信等部分科技领域已然实现领先,但在整体

上仍将长期作为一个“赶超者”的角色,在继

续积极对外寻求合作的同时,政策重点主要

在自身科技水平的提升上[15]

。 在《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坚持创新在现

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2023 年 12 月

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将科技创新列

为工作重点,指出 2024 年将以科技创新引领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特别是以颠覆性和前

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

质生产力。

相较之下,美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则带有

浓厚的竞争目的,尤其体现在对中国的科技

与产业竞争策略上[16]

。 美国在 2021 年发布

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 (United StatesInno-

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of2021)是其近年

来科技产业政策的缩影,法案提出将运用

2 500亿美元政府投资提升关键行业的全球

竞争力,显示出美国重塑国家创新体系,以维

护先进技术全球领先地位的整体思路。 一是

在具体的领域,2018 年,美国发布《国防部人

工智能战略》(DepartmentofDefenseArtificial

IntelligenceStrategy)将AI视作“确保美国能

够打赢未来战争的关键技术之一”,并在

2022 年发布《国防部负责任人工智能战略和

实施路径》 (U.S.DepartmentofDefenseRe-

sponsibleArtificialIntelligenceStrategy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进一步完善了人工

智能发展战略。 2023 年 9 月美国商务部发

布《芯片和科学法案》 (CHIPS and Science

Act)国家安全“护栏”的最终规则,限制美国

芯片企业投资与合作的自主权,旨在断绝受

补贴企业与受关注国家合作的可能性,并将

中国作为“护栏”规则明确确定的限制对象,

“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这一竞争理

念贯穿于立法全过程。 二是在具体措施上,

美国商务部以违反《出口管制条例》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为由,针对性制裁

打击中国的科技企业与机构,自 2016 年将中

兴通讯列入“实体清单”开始,2019 年将包括

华为在内的 37 家中国企业、科研院所、高等

院校等机构列入“未经验证清单”和“实体清

单”,至 2024 年 5 月 9 日,继续将上海量子科

学研究中心、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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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量子技术”相关领域实体列入,制裁规模

不断扩大,其中还包括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北京量子院、中科院量子创新院、中科院物理

所等多家科技研发机构①

。

欧盟于 2020 年出台的人工智能白皮书

《面向卓越和信任的欧洲人工智能发展之

道》(On ArtificialIntelligence-AEuropean Ap-

proach ToExcellenceAnd Trust)试图推动欧

洲成为可信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2022 年 2 月欧盟委员通过《欧盟芯片法案》

(European ChipsAct)将投资、监管框架和必

要的战略伙伴关系相结合,以聚集全球领先

的研究机构和设备制造商,突破先进芯片的

设计、制造和封装技术,使欧洲在市场上占据

领导地位。 法案主要目标之一在于使欧洲在

芯片这一战略性市场上成为行业领导者。 同

年 7 月欧盟委员会通过《新欧洲创新议程》

(NewEuropean Innovation Agenda)以加强欧

洲在全球的技术领先地位,为欧洲各国争夺

全球科技创新领域高地创造有利条件。

白热化的全球科技竞争背后,反映各国

对科技创新与国际竞争优势塑造之间线性关

系的深刻认知。 美国、欧盟对于科技创新给

予如此大规模的资源倾斜与高强度的政策注

意力,源于对“投入-产出”因果机制的技术

创新线性范式的遵循[17]

,即一国从基础研究

到应用研究,再到试验发展和产业化等一系

列技术的上中下游环节,依次实现从知识生

产到经济增值的线性逻辑。 在此逻辑下,当

一国对某一类产业链条的上游技术研发环节

具有技术主导优势,就意味着该国对整个产

业链和供应链具有更强的控制力。 若主导者

利用自身的技术权力影响全球产业链与价值

链的演变和重构,甚至通过制造技术壁垒和

操纵国际规则维持自身在科技竞争中的主导

权力,在技术上处于劣势的后发国将难以实

现对主导国的追赶,并将在全球科技竞争中

长期处于劣势[18]

。

(二)贸易限制措施恶化国际贸易

环境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ited Na-

tionsConferenceon Tradeand Development)官

方更新的全球贸易数据显示②

,2023 年全球

贸易额约为 31 万亿美元,与 2022 年的最高

纪录相比缩减近 1 万亿美元(3%),并指出

除了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之外,持续的地缘政

治紧张局势和地区冲突、贸易限制措施和内

向型产业政策的大规模使用也是国际贸易负

增长的重要原因。 同时,全球贸易预警数据

库(GlobalTradeAlertReport)显示,2023 年

全球贸易限制措施达到了约 3 000 项,2019

年仅为 1 000 项③

。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

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等综合

作用下,各国国际贸易竞争加剧,频繁互设贸

易壁垒,其中的代表性事件为中美贸易摩擦

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 2018 年美国主

动对中国掀起贸易摩擦,随后中美双方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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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官网 ( https://www.com-

merce.gov/)。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 https://

unctad.org/publication/global-trade-update-march-2024)。

数据来源:全球贸易预警数据库 ( https://www.

globaltradealert.org/data-extraction)。



多轮制裁与反制裁,并在短时间内导致全球

供应链的分裂和全球贸易的下滑[19]

。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对俄罗斯施加金融

制裁,通过将俄罗斯多家银行系统剔除出国

际资金清算系统(SocietyforWorldwideInter-

bank FinancialTelecommunications,SWIFT),

冲击全球贸易秩序。 总体上,以美国为首推

行的国际贸易单边主义回归、霸权主义上扬、

保护主义抬头等逆全球化思潮对全球贸易发

展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

在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下,以新质生产力

塑造国际贸易竞争优势显得更为紧迫。 一方

面,需要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外贸转型升级,从

而塑造新的国际贸易竞争优势。 数字经济的

发展有利于对外贸竞争力的提升[20]

,而新质

生产力可以加快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赋能传统产业的进程,进而提升

传统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通过高

附加值产品输出优化外贸结构。 同时,在绿

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的电动汽车、锂电池

和光伏等新能源和绿色低碳产品在国际市场

上已形成强大的竞争力。 新质生产力可以进

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生产过程清洁化、资

源利用循环化、能源消费低碳化、产品供给绿

色化,进一步扩大中国外贸产品的国际竞争

优势。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国际贸易

生态的再塑造,为构建国际竞争优势创造有

利条件。 数字经济日益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

新趋势和新的增长点[21]

,同时催生了数字贸

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在打破传统时空限

制,开拓新的贸易空间的同时,加快了数字经

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重塑传统贸易生态。

新质生产力是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的动力来

源,也是推动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优化升级

的重要力量,加快形成数字新质生产力,有利

于在新型数字贸易生态中的把握先发竞争

优势。

(三)产业政策泛滥加剧国际竞争

当前,全球各国对于战略产业高地的争

夺趋于激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

nationalMonetaryFund,IMF)的研究显示,

2023 年全球各国公布超过了 2 500 条产业政

策,相比 2019 年增加了 3 倍,其中美国、欧盟

和中国几乎占 2023 年所有新措施的一半①

。

战略性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体现出一个

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国力特别是核心竞争力,

其战略价值体现在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国的

产业地位,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获取

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之举。 能否制定适合本国

现状和未来的产业政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有效提升相应产业的生产率[22]

,最终建成富

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对于一国国际竞争优

势的塑造至关重要。

在诸多产业政策中,美国《通胀削减法

案》 (Inflation Reduction Act,IRA)带有明显

的保护主义倾向与竞争色彩。 法案在 2022

年 9 月正式立法,计划将 3 690 亿美元用于

对美国本土新能源产业进行投资与补贴,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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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报告》(TheRe-

turn ofIndustrialPolicyin Data) (https://www.imf.org/en/

Publications/imf-how-to-notes/Issues/2024/03/11/Industrial-

Policy-Trade-Policy-and-World-Trade-Organization-Considera-

tions-in-IMF-546102) 。



励企业在美国国内采购关键物资,吸引制造

业回流等。 在其后续发布的细则中,规定美

国产电动车包含中国等国家制造或组装的电

池组件将不能享有税收抵免,意图针对性打

击竞争对手的新能源产业。 欧盟随后在

2023 年 2 月 1 日提出了“欧盟绿色协议工业

计划” (TheGreen DealIndustrialPlan)。 该

计划将从现有的欧盟基金中拨出 2 500 亿欧

元,用于工业绿色化,包括为投资净零排放技

术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 以提高欧洲净零工

业的竞争力,支持欧洲向气候中和快速转型。

该计划被认为正面对标《通胀削减法案》的

重要产业保护计划,以防止欧洲工业及相关

价值链产业转移至美国。 此外欧盟委员会还

在 2023 年 3 月提出《净零工业法案》 (Net-

ZeroIndustryAct)制定了一系列清洁技术目

标,与美国的大规模绿色补贴计划竞争。

为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各国对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竞争已日趋激烈,其战略价值也

逐渐显现。 以零碳、清洁、高效、可持续为目

的的新能源技术,以脑机接口、基因编辑、再

生医学和合成生物为代表的生命科学技术,

以新材料、数字化、机器替代为方向的新型制

造装备技术,尤其是以人工智能、移动通信、

物联网、区块链、量子信息、高端芯片、元宇宙

为重心的新型信息技术[23]

,都在深刻影响着

全球产业结构、经济版图与全球治理格

局[24]

。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培育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和主要阵地,以新质

生产力所蕴含的新技术内涵为指引,有助于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加快发

展,以产业化的形式在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

强化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重塑国际分工

格局以及增强国际话语权。

(四)数据要素成为国际竞争新

赛道

  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数据要素化与资产化

是其中的重要议题。 在土地、劳动力、资本、

技术等要素之后,数据作为第 5 个关键生产

要素,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和经济体的创新能

力和生产效率[25]

,已然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

资源。 数据控制能力是国家参与国际数字经

济治理的重要支撑,也是国际竞争的新焦点。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快速

发展,各国对于数据资产的重视程度越来越

强,对于数据的运用与跨境流动管制与相应

的法规制订也愈加完善,国际上的数据战略

竞争可视为各国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方面

的竞争和争夺。 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数

据治理体系,已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

性课题。

由于数据治理规则的发展远远滞后于数

字经济的发展速度,国际社会对于信息安全

和跨境数据安全仍未形成统一共识,各主要

经济体对于数据治理规则的竞争仍呈现合作

与竞争交叠的多元竞合态势。 各经济体主要

通过构建国内乃至于区域性的数据流通规

则,在区域内形成权威性制度,并通过各种渠

道以及自身影响力将向外输出制度规则,以

争夺国际数据流通规则的制定权。

在主要措施上,第一,构建数据的跨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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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规则,对其流通进行直接控制。 以美国为

例,通过《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

(Foreign InvestmentRisk ReviewModerniza-

tion Actof2018)、《关于保护美国人的敏感

数据不受外国敌对势力侵害的行政命令》

(ProtectingAmericans,DatafromForeign Ad-

versariesActof2024)以限制敏感数据出境。

同时参与《安全港协议》(SafeHarbor)、《隐私

盾协议》(EU-US PrivacyShield)、《跨境隐私

规则体系》等机制帮助本国企业获取境外数

据,运用《澄清境外合法使用数据法案》扩大

其数据司法管辖权范围,拓展对于境外数据

的获取权。 欧盟则通过一系列战略性立法举

措,全面强化其数据主权和跨境数据治理能

力。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DataPro-

tection Regulation)和《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

查条例 》 ( A Regulation on EstablishingA

Framework forScreeningofForeign DirectIn-

vestmentsintoTheEuropean Union)分别通过

将个人数据存储于欧盟境内、限制外商对欧

盟数据处理、存储和对关键数字技术领域的

投资,防范敏感数据的外流。 对应的,中国出

台《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数字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网络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

保护法》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法规,

逐步完善数据出境监管体系,此外还颁布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

反垄断指南》严格把控本国经济、关键基础

设施、金融、地理等领域的敏感数据出境。

第二,通过签订区域性协定、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等方式争夺国际数据流通规则的话语

权与制定权。 欧盟提出《塑造欧洲数字未

来》(ShapingEurope,sDigitalFuture),试图利

用其统一市场优势,与盟友共建以数据自由

流动、源代码保护和非本地化为核心的区域

数字贸易规则,其提出“全球数字合作战略”

并在七国集团(Group ofSeven,G7)、世界贸

易组织(World TradeOrganization,WTO)等平

台推广其治理方案,力求在全球数据治理中

占据主导地位。 美国则通过《美日数字贸易

协定》 (TheU.S.-Japan DigitalTradeAgree-

ment)和《美墨加协议》(United States-Mexico-

CanadaAgreement)等推进有利框架,同时借

助《欧盟-美国数据隐私框架》 (EU-US Data

PrivacyFramework)与欧盟建立数据隐私合

作机制。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 (Comprehensiveand ProgressiveAgree-

mentforTrans-PacificPartnership,CPTPP)为

日、韩、加、澳等国提供参与平台,在全球数据

治理中谋求优势。 中国则通过深化参与《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egionalCom-

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RCEP)、《数

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EconomyPart-

nership Agreement,DEPA)和 CPTPP中关于

数字经济的部分,试图在区域数字经济治理

中发挥更大作用。 同时,提出和参与《关于

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关于

中德数据跨境流动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倡

议与协定,提升自身在国际上的数据跨境规

则制定权与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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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传统领域的国际竞争,一国数据

治理领域的国际竞争水平与其新质生产力发

展水平的联系更加紧密。 新质生产力的技术

创新可以引领数据治理新范式。 一是发展新

质生产力必然涉及前沿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创

新,尤其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量

子计算、6G等技术的掌握,使得一国能够在

国际数据治理讨论中提出更具前瞻性和可行

性的建议。 如在数据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

动、数据安全标准等关键议题上,技术领先国

家往往能够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规则制度,从

而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 二是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将累积大量高质量、

多样化的数据资产。 包括工业互联网产生的

海量生产数据、智慧城市运营中的城市管理

数据、数字医疗领域的健康医疗数据以及智

能交通系统中的交通流量数据等,这些数据

资产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还可以为制

定数据治理规则提供经验基础。 拥有丰富数

据资源的国家,善于更好地理解数据价值链

和数据生态系统,同时在数据分类、数据权

属、数据定价等问题上提供更有说服力的建

议,可以在国际谈判中争取更有利于自身数

据资产保护和利用的条款。

四、中国以新质生产力塑造

国际竞争力的战略路径

(一)构建差异化导向的高层次竞

争优势

  基于新质生产力的新技术提升,推动企

业从单一低层次竞争优势转向差异化竞争优

势。 一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持续加大对关

键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和攻关力度,突破关

键技术瓶颈,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的技术创新体系,提升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建

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为创新成果转化

创造有利环境。 这些举措有助于增强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为企业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奠

定基础。 二是推动产品和服务升级。 鼓励企

业依托新技术开发功能更强、性能更优的差

异化产品,支持企业提升产品设计水平,增强

产品独特性和附加值,促进产品向智能化、个

性化、绿色化方向升级,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

求。 三是优化产业链供应链。 推动产业链供

应链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升柔性生产能

力,鼓励企业间的开放合作,形成上下游协同

的产业生态圈,完善产业配套服务体系,为差

异化产品提供更优质的配套支撑,为企业创

新提供良好的产业环境基础。 四是培养创新

型人才。 加强科技、设计、营销等创新型人才

的培养和引进,健全人才流动机制,促进不同

领域人才的跨界融合,为创新型人才提供良

好的创业创新环境和发展空间。

(二)推动市场消费升级加快供给

转型

  以新质生产力为基础推动市场消费升

级,为企业充分发挥新技术、新模式的优势创

造良好的市场条件和消费环境。 一是持续提

高居民收入水平,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

收入分配机制等措施,促进中低收入群体收

入水平提升,持续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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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强居民购买力,扩大需

求。 二是扩大中高收入群体规模。 加快推进

产业升级,提高产业平均工资水平,壮大中等

收入群体,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培育新兴消费群体,为企业依托

新质生产力开发新产品创造更大的市场机

会。 三是引导市场需求向个性化、智能化、绿

色化转型。 支持企业依托新质生产力,开发

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个性化产品,推动

消费品智能化升级,提升产品和服务的便利

性、交互性,引导消费者建立环保意识,培育

新型绿色消费理念。 四是提升消费者信心和

能力。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消费者在医

疗、养老等方面的保障,善用数字化转型推动

老年群体消费,实现“数字鸿沟”向“数字红

利”的跨越[26]

,完善消费维权机制,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增强其消费信心,开展消费者教

育培训,提高消费者的理性选择和消费能力。

(三)聚焦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

体和直接参与国际竞争的主体,是占据国际

竞争主动权的关键。 一是完善产学研深度融

合的创新体系,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

态系统,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

良好环境,促进各类创新要素高效集成。 充

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为新质生产力的研发与

应用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二是推动产业链

供应链数字化循环化转型升级,围绕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绿色低碳、智能高

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提升产业链水平和

抗风险能力。 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动

生产、管理、服务的全流程数字化,增强产业

链供应链的柔性协同,以发挥新质生产力的

优势,实现产业链的智能化升级。 三是完善

政策支持体系。 制定有针对性的财税、金融、

投资、贸易等政策,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营

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健全标准体系和监管机

制,引导产业按照高标准发展,提升产品和服

务的国际竞争力。 为新质生产力的应用提供

有力的制度保障,最终推动企业借助新质生

产力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势,增强战略

性新兴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四)以科技创新为导向推动传统

产业转型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应用领域,也是实现产业现代化和提升国际

竞争力的关键。 一是构建多层次科技创新体

系,完善产业技术创新网络,打造有利于科技

成果产业化的创新平台,推动创新资源高效

配置。 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为传统

产业升级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撑和创新动力。

二是促进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协同发展,

面向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建设数字驱动、绿

色环保的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现代化

水平和综合竞争力。 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改

造,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全过

程智能化升级,增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效应,

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潜能,实现传统

产业的转型升级。 三是健全政策保障体系。

实施精准的产业政策、创新政策、金融政策和

人才政策,为传统产业转型营造良好的发展

18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 第 26 卷 第 5 期



环境。 完善质量标准体系和技术创新激励机

制,引导企业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提高产品和

服务的市场竞争力。 为新质生产力在传统产

业中的深度应用提供制度支持,最终推动传

统企业借助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强

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的影响力。

五、结语

本文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出发,深

入分析了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力的内

在逻辑,并结合当前以科学技术创新为竞争

导向、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点竞争领域、

以产业政策与贸易限制措施为主要竞争手

段、以数据治理作为国际竞争新赛道为特征

的国际竞争形势,提出了相应的战略路径。

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塑造国际竞

争力和在国际竞争中获取优势的关键,并提

出了中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

争优势适应国际竞争形势的可能路径,具有

一定的现实意义。 但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

从理论和概念层面进行定性分析,对于新质

生产力具体如何塑造一国不同产业在国际市

场上的竞争力,及其对于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如何量化和度量,仍然需要更多的具体案例

分析与实证检验进行支撑。 未来的研究可以

结合更多具体的产业或企业案例与数据,进

行更具体详细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完善对于

新质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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