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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 白明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陈搏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助理研究员 杜俊亮三人行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陈搏：

就东莞而言，东莞经济正
处于转型升级的“爬坡过坎”
的关键时期，发展新质生产力
能够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产业
转型。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助理研究员
杜俊亮：

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看，
东莞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
拥有明显的优势和潜力。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
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
主任 白明：

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
可以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
据有利地位，还可以增强应对国
际市场变化和风险的能力。

专家热议新质生产力：

加快培育 助力推进东莞新型工业化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特点是创

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新质生产力备受关注。
“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充分发挥创

新主导作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塑造发展
新动能新优势，促进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

东莞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有何特点？发展新质生产力，东莞有何优势？本期“三人行”栏目邀
请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陈搏，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助理研究员杜俊亮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本报记者 杨梓跃/文 受访者供图

发展新质生产力有何重要
性、紧迫性？

记者：新质生产力，新在新的科
学技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产业形
态，核心要义是以科技创新驱动生
产力向新的质态跃升。全省高质量
发展大会提出促进产业和科技互促
双强，全面提升科技高水平自立自
强能力，如何理解这一提法的重要
性、紧迫性？

白明：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
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随着
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领域的突
破，新的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不断
涌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促进
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传统产
业通过引入新技术、改进生产工艺，
实现了转型升级，提高了生产效率
和产品质量。同时，新兴产业如新
能源、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得到快
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科技创新
和产业发展是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
的关键。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不
仅可以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
据有利地位，还可以增强应对国际
市场变化和风险的能力。

陈搏：不久前召开的2024年广
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以产业与科技
互促双强、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
聚焦产业科技话创新、谋未来，不断
夯实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的
根基，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服务的。数字经济时代
的竞争不同传统经济时代，要取得
竞争优势必须“快”。谁走在前头
就可能掌握标准制定权，掌握行业
主导权，就可能一统天下。我们亟
须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抢占优势竞

争地位。
就东莞而言，东莞经济正处于

转型升级的“爬坡过坎”的关键时
期，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渡过这一
难关。目前，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产
业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显得尤
为急迫。但是，东莞作为制造业大
市，实体投资量大，转型升级面临
的沉没成本较大，需要下大决心，
果断决策。

杜俊亮：以人工智能为例，作
为当前科技创新的重要领域之一，
人工智能正在推动传统产业的转
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通过促进产业和科技互促双强，可
以加速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推
广，从而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产
业链的升级。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
在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实现智能
化、自动化和数字化生产，提高生产
效率和产品质量。在全球科技竞争
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提升科技高水
平自立自强能力显得尤为紧迫。人
工智能作为科技创新的前沿领域，
加强在这一领域的研发和应用，对
于提升国家的科技实力和国际竞争
力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新质生产力，东莞有
何优势和难点？

记者：产业是经济之本，是生产
力变革的具体表现形式。与大湾区
其他城市相比，东莞新质生产力有
何特点？发展新质生产力，东莞有
何优势？存在哪些难点？

白明：东莞在发展新质生产力
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机遇，但也
面临一些挑战和难点，需要在产业
升级、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方
面加大投入和努力。作为珠三角地
区的重要制造业基地，东莞拥有强
大的制造业基础，特别是在电子信

息、机械装备、家具、纺织服装等行
业具有突出优势，为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东莞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建立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机构
和创新平台，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技术
支撑。

然而，东莞传统制造业比重较
大，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需要加快
培育新动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实
现由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的转变。
虽然近年来创新能力有所提升，但
与周边城市相比，东莞在高端技术
研发、人才引进等方面仍有差距，需
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东莞需要
注重环境保护，实现绿色可持续发
展，这对于传统制造业较为依赖的
城市来说是一大挑战。

陈搏：东莞新质生产力的特点
主要表现在新质劳动者以工程技术
人员为主，基础研究和应用创新的
研发人员较少；新质劳动对象还是
以实体材料为主，以数据等虚拟材
料作为对象的生产占比很小；新质
生产资料以机床等硬科技手段为
主，以算法、算力为基础的软科技手
段组织生产很少。

东莞在区位、产业、人才、大科
技设施等方面具备优势，有助于发
展新质生产力。首先，东莞处于穗
莞深港科技创新走廊，便于与三城
开展协同创新的优势。人才方面，
东莞集聚了一大批科研人才，特别
是制造领域的工程师队伍庞大。与
此同时，东莞拥有散裂中子源等世
界级的大科技设施可以助力发展新
质生产力。

杜俊亮：东莞要发展新质生产
力，具有制造业基础雄厚、产业集
群效应明显、创新能力提升等特
点。其中，近年来，东莞加大科技

创新投入，拥有中国散裂中子源、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以及一批高水
平大学，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
了技术支撑。

同时，东莞也面临着产业结构
调整压力大、创新能力有待加强等
难点。作为珠三角地区的重要制造
业基地，东莞正加速应用人工智能
技术，形成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
兴产业集群，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
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广大企业正逐
渐采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
行产品设计、市场分析和决策支持，
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看，东莞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拥有明显的
优势和潜力，但也面临着人才引进、
技术落地和数据安全等方面的挑
战。通过加强政策支持、促进产学
研用合作、提升人才培养和引进水
平等措施，东莞有望在人工智能时
代实现新质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推动
制造业转型升级有何意义？

记者：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过程，
就是对产业体系进行系统性重塑的
过程。为此，加快发展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能够推动塑造发展新动
能新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
推动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有何意
义？如何抢抓机遇发展新质生产

力，加快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塑造
发展新动能新机遇？

白明：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
动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
义。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东莞可
以推动制造业从低端向中高端跃
升，提升产业链条的技术含量和附
加值，增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调
整和优化东莞的产业结构，推动传
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培育新兴产
业，形成更加多元化、高质量的产
业体系。通过发展新技术、新产
业、新模式，新质生产力能够为东
莞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能，创造新
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

陈搏：新质生产力为东莞制造
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动力，新质生产
力的实质是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发
展，发展新质生产力就为东莞制造
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科技支撑。新质
生产力能够助力东莞在提高智能制
造水平、优化供应链管理、促进产
业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增强竞争优
势等方面塑造发展新动能和新机
遇，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为东莞
制造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以新
质生产力为代表的产业是人工智
能、数字经济和新能源，东莞制造业
转型升级必须朝着这些产业方向发

展。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大量培养
新质劳动者，这些新质劳动者将为
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持。

杜俊亮：东莞发展新质生产力
要在优化人才环境、推动产学研合
作等方面发力。东莞要因地制宜布
局未来产业发展，找准定位，发展适
合东莞产业基础的未来产业。

以人工智能为例，东莞要加大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投入，特别
是在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
算机视觉等关键技术上的突破，以
保持技术先进性。东莞要积极推
广人工智能在产业中的应用，鼓励
和支持企业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进
行生产流程和产品设计的创新，通
过智能化改造提升整个制造业的
智能水平。人才方面，东莞要积极
培养人工智能人才和团队，加强与
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建立
人工智能培训和教育项目，为东莞
的人工智能发展培养和吸引高端
人才。

与此同时，东莞要建立创新生
态系统，营造开放和协作的创新环
境，鼓励跨行业、跨领域的合作，推
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
融合。完善政策和法规支持。出台
相关政策，为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
和应用提供支持，同时确保数据安
全和隐私保护，建立健全的人工智
能发展法律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