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理论逻辑、三重动因

与建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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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行了学理分析。从主要内容来看，

现代化产业体系由服务业、工农业和基础设施体系构成，其中以工业和农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在现

代化产业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而服务业和基础设施体系分别发挥着渗透融合与支撑保障的作用。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从驱动

因素来看，技术变革、制度保障和文化价值塑造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相互依存、各司其

职、不可替代，是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和发展的三大关键动因。由此，文章提出了包括两条建构

路径和三层次产业融合化发展在内的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演进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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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23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正式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概念，并在主持召

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①可见，新质生

产力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现代化产业体系。②2024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

议时进一步指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抓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

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③这不仅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指明了前进方向，而且凸显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成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用的结果。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

来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离不开技术革新，更加注重新型要素发掘、传统要素提质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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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的聚合和协同作用；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要素支持体系”的建设有助于产业关联、产

业构成、产业运行的整体性调整和优化，形成具有全局联动性、形态多样性、阶段变化性和开放

互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付保宗等，2019），这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重要体现；从上层

建筑的角度来看，一个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物质基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为能级提

升基石、以未来产业培育引领为发展方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它的形成与发展必然需要一整套

贯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这有助于从全局视角凝聚力量，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

反作用的积极体现。由此可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

产力的反作用为引领，形成全周期、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高质量社会化大生产体系的一次

重要的改革实践，需要我们思考其形成动因和发展路径，从而在理论层面深化对现代化产业体

系建设和发展的分析和研究。

二、现有文献述评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经济

版图，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时期。构建一个以科技创

新驱动为核心和优质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

求，也是推动我国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更好赢得大国竞争主动的迫切需要。①正因如此，

“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现有研究主要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

涵与特征，以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驱动因素和面临的现实挑战等议题进行了思考。

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内涵，多数学者认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别于传统产业体系，

是产业结构合理、产业发展高质量的产业体系（芮明杰，2018；李晓华，2023；孙智君等，2023）。

王薇和任保平（2023）从产业升级的角度进一步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对传统产业体系的技术

经济范式和生产模式予以重塑的现代化产业模式与组织运行系统；黄汉权和盛朝迅（2023）则从

主要内容的角度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进行了描述性界定，认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以战略性

新兴产业为先导，以现代化基础设施为支撑，以先进制造业、现代化农业以及现代化服务业为

基础的产业系统；洪银兴（2024）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为先导，是

实现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主导产业、支柱产业顺次递进的体系。在此基础上，现有研究

围绕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等方面，提炼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系列发展特征，包括自主可

控、开放包容、协同高效等（杜传忠，2022；白雪洁，2023）。黄群慧和盛方富（2024）则进一步指

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还应具有绿色化、可持续性以及安全性等特征。

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驱动因素的研究，学界也提出了一些观点。多数学者指出，技

术创新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驱动力，特别在现阶段，数字技术的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不可或缺的驱动因素（钞小静等，2022；原磊和王山，2023；任保平，2023；连俊华等，

2023），需要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予以实现（洪银兴和任保平，2023）。此

外，刘志彪（2023）从制度层面指出，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资金投入等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也是

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程的重要因素。

同时，学者们也关注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挑战。从传统产业的发展

困境来看，实体经济基础不牢和产业发展“脱实向虚”是阻碍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因素（吴

金希，2023；夏杰长和李銮淏，2023）。而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来看，学者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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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颠覆性、原创性技术攻关与前沿技术产业转化中仍有个别核心环节存在技术封锁问题

（王桂军和张辉，2023；王云鹏，2023；许召元等，2023）。此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尚不完善、

产业政策有待优化等一系列问题，仍需要从体制机制改革入手加以解决，从而为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张于喆等，2023）。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研究成果虽然较为丰富，但现有研究大多是对

现代化产业体系本身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探析，在理论和现实分析方面尚

未形成逻辑统一的整体理论框架。那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内容、关键要素和着力点

分别是什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有哪些驱动因素起着关键作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的学理逻辑和现实路径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全面、系

统和深入的思考。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问题的理论

机理进行系统分析，并提出建设这一体系的三重动因和两条路径，以期为后续深化相关问题的

学理研究以及推动理论与现实的更好结合提供有益支持。

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逻辑

（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内容

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是若干产业门类的简单组合，而是一个内部存在有机联系、功能互补的

复杂系统，由实体经济（工业和农业）、服务业以及基础设施体系构成。①

实体经济主要包括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是实现经济社会财富积累的主体，因而在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中具有核心地位。一方面，现代化的工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础。②这主要

体现为：（1）工业部门作为最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肩负着为居民生产与生活提供物质产品的重

要使命。没有现代化的工业，经济活动便缺乏运行所必需的物质基础。（2）制造业作为工业的主

体，能够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设备与工具等生产资料。（3）工业还是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等一

系列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创新活动所需的人才、资金以及硬件设施等都离不开工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农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根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农

业在保障粮食与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作用重大。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农业，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安

全都会受到严重影响。③此外，现代化的农业具有较好的产业衍生性，它在生态涵养、文化传承

与休闲观光等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这对于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

意义。

现代化的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保障，在与实体经济的渗透融合过程中发挥作

用。优质高效的现代化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促进产业共生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一方面，服务业在专业支持、信息中介、融资匹配、贸易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有助

于推动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现代化的服务业能在深化业

务互联、产业链条延伸和科学技术渗透的过程中提升产业融合效率、优化产品供给结构，从而

更好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竞争新优势。

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支持着其他各个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基础设施体系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支撑和保障的

郎旭华、朱    静：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理论逻辑、三重动因与建构路径

 ①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本文所述之“实体经济”以工业和农业为主体。这一界定的学理依据可参见本文第三部分中的“（三）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着力点在实体经济”的相应论述。

 ② 参见韩文秀：《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和重点任务》，《人民日报》，2023年 6月 1日第 9版。

 ③ 参见曹江秋：《从多维度科学认识农业强国》，《经济日报》，2023年 8月 24日第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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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设施系统，支持着各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稳定运行。①一方面，传统的基础设施体系能够支

持形成普惠性强、带动面广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有助于构建更加安全、更加稳定、更可持续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另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是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新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有

助于更好培育产业发展的技术优势。②因此，现代化的实体经济、服务业和基础设施体系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具有不同作用，但它们相互依存，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要素是产业分工与协作

产业发展的体系化离不开社会分工与协作。产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分工产

生与不断细化的过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将分工分为一般的分工、特殊的分工与个别的

分工等不同形式，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工体系，这与产业的形成息息相关。分工的不断细化，

使得不同种类的生产活动不断独立出来形成新的产业。然而，不同产业自身的孤立发展并不能

满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就需要产业协作在其中发挥作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基于

劳动协作形式的差异，将资本主义协作划分为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及机器大工业三个阶

段。伴随着协作形式的演变，不同产业相互联结，都得到了迅速发展。④因此，产业分工与协作

是形成产业体系的关键要素，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正是劳动协作形式由简单协作向工场

手工业再向机器大工业的不断依次演进，推动不同产业联系日益紧密，从而形成完备的产业体

系。这为科学认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事实上，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成正是产业分工与协作的必然结果。从产业分工的维度

来看，现代化产业体系中不同产业的形成源于分工。现实中，服务业最早只是某一制造业内部

的一个生产环节，随着市场交换的普遍化以及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制造业企业基于提升自身

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将一些通用性的生产性服务分离出来（吕政等，2006）。这些分离出来的业

务在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同时，其经营水平不断提高，分工更加细化，逐渐发展成为

独立且专业化的部门。与传统的产业体系发展不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和纵深性更强，

协同的广度和灵活度要求更高，因而在社会分工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基础设施体系开始作为独

立部分发挥重要作用。它打破了传统的社会分工仅限于局部地域和劳动者地区分布较为集中的

发展特征，推动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打破产业协同的时间和空间界限，不断优化产业空间布

局，推动产业协同，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产业协作的角度来看，服务业的渗透融合作用和基础设施体系的支撑保障作用，共同赋

能了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同实体经济的渗透融合，

是推动实体经济企业提质增效的重要因素。例如，金融、研发设计、技术服务等作为生产性服务

业，既能在资金融通、智力支持等方面为企业开展生产活动提供支持，又能促进技术研发、成果

转化、产业应用、市场开拓等产业链条的形成，从而进一步推动实体经济中的产业价值链向中

高端攀升。而基础设施体系则可以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全面支撑和有力保障。基础设施体系既

包括交通、水利、能源以及物流等传统基础设施，又涵盖了以信息网络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⑤

借助于基础设施体系，传统工农业企业能有效打破彼此间的信息壁垒、技术壁垒、产业壁垒，从

而为推动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提供支持。同时，基础设施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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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参见李伟：《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要点和政策建议》，《中国经营报》，2023年 4月 24日第 4版。

 ③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第 406—407页。

 ④ 有关协作以及集体力的详细论述，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第 374、378、392、560页。

 ⑤ 参见《“十四五”规划〈纲要〉解读文章之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https://www.ndrc.gov.cn/fggz/

fzzlgh/gjfzgh/202112/t20211225_13096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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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型基础设施的广泛普及，能为新技术与新生产要素的形成提供支持载体，从而助力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形成和发展。①

（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着力点在实体经济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以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

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不论经济发展

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②这一论

断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事实上，马克思以“产业资本”为起点研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科学的学理基础。

首先，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产业资本发展，是产业体系形成的逻辑起点。马克思认为，“不

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③正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生产性劳动不仅生产的是物质产品本身，同时还通过生产剩余产品（剩余价值）实现物质产

品生产规模的扩大。这种生产规模的扩大通过产业资本这种唯一的资本存在方式来呈现。④

其次，社会化大生产引发的资本职能的分化，是产业体系发展的底层逻辑。产业资本推动

了社会分工协作形式的复杂化和系统化，陆续促进了包括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等在内的一

系列传统产业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日益专注于剩余价值的创造和实现。商业资本自此从产业

资本中独立出来，承担商品交换中介、提高流通效率等职能。职能资本循环过程中游离出的闲

置货币资本，成为服务商人和产业资本家资本周转、实现资金融通、激发实体经济发展活力的

生息资本。⑤由此，以实体经济为核心，各类资本相互分工协作，逐步确立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

需要的复杂生产关系和产业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的“实体经济”是指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产业资本理论，以工

业和农业为主体的实体产业。以上几个部分构成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内容，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内容

结构层次 含义 作用

渗透层

（现代服务业）

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利用设备、工具、场所、信息或

技能等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提供专业支

持、信息中介、融资匹配、贸易服务等相关业务

实现产业融合效率提升、产品供给结构的优化，

推动实体经济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

核心层

（实体经济）
进行物质产品生产，由工业和农业两部分构成

将物质资源转化为物质产品，直接创造使用价值，

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支撑层

（基础设施体系）

包括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为社会生产和居

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工程设施，用以保证国家或地

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

通过各类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支持形成普惠性更强、带动

面更广、质量效益更佳、区域发展更为协调的社会化大生产

体系，从而更好保障经济社会各项活动的稳定运行
 

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三重动因

（一）在生产力层面，技术动因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动力来源

技术变革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动因，决定着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具体形态和发展特

征，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加速产业变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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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解读稿之一：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 夯实现代化强国先进物质基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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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引自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年版，第 239、142—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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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三次产业革命都与颠覆性技术的创新发展密切相关。第一次产业革命“是由蒸汽

机、各种纺纱机、机械织布机和一系列其他机械装备的发明而引起的”。①1764 年，“珍妮纺纱

机”的出现第一次在棉纺织业实现了机器对劳动者体力劳动的节约。此后，以蒸汽机为代表的

新动力、新工具开始快速取代原有的人力、畜力、自然力和手工劳动，产业变革快速向棉纺织业

以外的工业部门扩散，技术创新第一次实现了产业的前向与后向关联，②塑造了产业体系的发展

雏形。这一时期，机械技术第一次实现了对劳动者体力的节约，产业发展的“现代性”表现为工

业生产由分散走向集中。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内燃机和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技术标志，形成了以煤

铁资源开发为核心的钢铁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制造工业等新兴重工业。这一时期，能源使用的

技术变革对劳动者体力的节约进一步规模化，使得产业发展的“现代性”表现为各个工业门类

的大型化、联合化生产。第三次产业革命以计算机技术的信息化、数智化应用为技术标志，形成

了包括计算机、电信、微电子、机器人产业等在内的以信息和数据资源开发迭代为核心的智能

产业。这一时期，技术对各产业的渗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力的节约第一次从体力劳动向

脑力劳动转变，使得产业发展的“现代性”表现为产业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的普及。

如今，由科技创新带来的颠覆性、原创性技术在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核心作用进

一步凸显。一是具有原创性、颠覆性的数智化通用技术日益成为主导，在带动各类产业技术的

模块化、集成式创新，以及推动全产业门类数智技术的场景普及和产业应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成为引领产业发展和协作模式全局性变革的重要力量；二是具有原创性、颠覆性的专业

化产业技术变得不可或缺，在具体产业的发展模式再造的过程中实现不同产业发展效能的进一

步释放，进而成为产业高端化发展的支持力量；三是原创性、颠覆性、前瞻性的未来技术指引着

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推进创新与生产范式重构，重塑包括技术创新、研发模式等在内的新技术

原理和产业发展机理，极大丰富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种类和形态，极大拓宽生产边界，极大创

造生产空间。

可见，技术变革作为动力来源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推动传统产业生产过程的重构

与整合，在劳动生产力发展跃迁的过程中实现既有发展动力的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技术变革

催生出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更高层面引领社会分工协作模式和产业发展模式的全局

性、系统性变革，形成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新的动力源。

（二）在生产关系层面，制度动因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保障条件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制度动因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持保障。纵观历次产业革命

历史可以发现，生产组织制度在推动产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

说，如果没有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组织制度支持，技术变革所反映的只是生产力的一种

潜在形态，而伴随技术创新扩散过程而渐次出现的经济社会巨变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黄阳华，2016）。

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前，西欧制造业的产业组织形态以工场手工业为主（杜传忠和王飞，

2015）。相较于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主要通过劳动专业化和劳动工具专门化大幅提高劳动生产

率。③然而，这种对生产环节的技术变革仍然是一种局部的效率提升，对实现工厂生产社会化的

作用仍然有限，在生产力意义上具有历史局限性。这推动生产组织形式进一步由工场手工业向

  2024 年第 12 期

 ①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第 76—77页。

 ②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第 440—441页。

 ③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第 393、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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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转型。①机器的出现及其产业化应用更加重视自然力和科学技术在社会

生产中的作用，②生产的规范化、标准化、流程化使得机器大工业下的生产过程发生了巨大变

革，更加依赖于劳动者通过直接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发生作用，③以组织化、规模化、标准化

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工厂制度得以形成。这种“现代性”体现在通过生产管理的科学化革命

实现的大规模、集约化生产，以泰勒制、福特制为典型代表。

时至今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度演进对创新集成、系统集成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制度在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的保障作用越来越凸显。一方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生产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体系正由过去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向个性化定制与柔性制造转变。这

使得制度不仅能更好适应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变革，而且也能为产业的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与融合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另一方面，以经济体制机制改革为核心的顶层设计

也通过其对经济基础的积极作用，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着力破

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从而为

更好催生和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实现我国战略科技力量和产业的优化布局提供重要

保障。

因此，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制度，一方面在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中有效保障了技术优势向生

产力优势的转化，推动了产业体系竞争优势的重塑和发展；另一方面则在谋划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方向的过程中，从生产关系的整体性、系统性、前瞻性谋划的高度为我国科技创新与产业

创新的深度融合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保驾护航。

（三）在上层建筑层面，文化价值动因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精神力量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固然需要技术革新与制度保障，但在一些具有战略性、引领性、颠覆

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业中，就不能只依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规律来发挥作用，还要结

合经济基础的实际条件，形成具有引领性、内驱性的上层建筑对其产生积极的作用。对于现代

化产业体系而言，只有形成先行先试、敢闯敢试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氛围，才能在面对没有技术

和制度蓝本的前提下真正实现生产边界的极大拓宽和生产空间的极大创造，这正是文化价值动

因之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除了技术变革与制度保障，文化价值的引领对于积极

探索未来重大创新和重要产业的发展方向，进而持续形成产业体系创新发展优势起着重要的内

生驱动作用。

具体而言，包括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等在内的文化价值形塑，一方面能够从内在驱动

的角度激发重要人才的积极性，包括引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战略科学家、推动颠覆性技术突

破的顶尖技术人才、加快前沿技术落地应用的领军企业家等重要人才，深度推动科技创新与产

业创新活动的开展，从而形成全社会崇尚科学、崇尚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进而为畅通教育、科

技、人才的良性循环，以及开拓和发展未来产业提供丰富的关键人才储备；另一方面，构建鼓励

创新、包容失败的社会文化氛围，有助于支持各类从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关键人才在遵循

科技内在规律的过程中开拓创新。科技创新具有研发周期长、风险高、成功率低的特点。④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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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氛围的形成，既有利于科研人员真正从“不敢失败、不愿失败、规避失败”的束缚中解

放出来，同时又有利于企业更好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减少因短视行为形成的虚假产业创新，从而

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中，为企业更好积累无形资产、提升其内在和长期价值提供

可靠支持。

综上所述，技术变革、制度保障和文化价值塑造三者相互依存、各司其职，是生产力、生产

关系、上层建筑的作用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生动体现。它们既共同推动了产业的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又为产业的共生、互生、再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还贯穿于

包括未来产业在内的产业形成、发展和成熟的全过程，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因

和力量源泉。

五、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两条路径

（一）路径一：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①同年年底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全局进行了战略部署，针对传统产

业，提出要“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

一步强调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③这些重要论断和

战略部署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传统工业和农业各自向现代工业和农业的转型

发展；二是工业与农业的融合发展。它们都离不开技术变革与制度保障的共同作用。

对于传统工业和传统农业各自的转型升级而言，技术变革是推动传统工业和传统农业向现

代工业与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一方面，通用化、数智化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我国传统

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从而走出“低端锁定”困局。例如，5G 技术、云计算技术等新一代

信息通信技术通过人、机、物系统的全面互联实现了传统产业产品生产的全链条升级，推动了

工业和农业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从而带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转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有助于通过具体产业场景、环节的改造重塑，赋能传统产业的智能化转型。另一方面，专业化、

绿色化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提升我国传统产业的要素使用效率，从而实现可持续的产业发展。而

在技术变革以外，传统工业和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演进也需要相应制度条件为其保驾护航。首

先，有效的制度安排有助于破除束缚传统工业和传统农业各自转型升级过程中所面对的各种发

展观念、发展环境、人才需求等方面的障碍，从而更好补足各自产业现存的短板。其次，发展模

式、生产组织方式的快速变革需要在制度保障下实现有序发展、协调发展、融合发展，从而更好

地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增强传统产业的产业链韧性，进而实现传统产业现代化转型的平

稳过渡。

在技术变革与制度保障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作为渗透层的服务业和作为支撑

层的基础设施体系对工农业的融合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4 年第 12 期

 ① 引自《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2023-05/05/content_5754275.htm。

 ② 引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19834.htm。

 ③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4-07/21/c_11301824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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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来看，气象、地震、海洋、测绘、地质勘查服务，

以及与农林牧渔专业相关的生产性支持服务，有助于更好统筹科技、信息、资金以及人才资源

赋能农业产业链（姜长云，2016），从而带动传统农业的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为拓展农业产

业链与工业产业链相互融合的可能性，提升农业产业链自身的链接能力发挥积极作用；从基础

设施体系的支撑作用来看，农业电网、农田水利、农村交通以及农业生产网络等农业基础设施

的发展与完善，有助于工业领域的优质生产要素更好惠及农业，从而带动工业和农业的优质要

素资源的双向流动、融合发展。

因此，传统工业和传统农业各自的现代化发展，以及两者的融合化发展，是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的发展路径；同时，转型升级后的传统产业体系有助于更好夯实和强化既有传统产业的根

基，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基础。这一过程的具体实现路径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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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
 

（二）路径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与培育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成也离不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和培育。2024年中央政

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全年首要工作任务，

尤其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并“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①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

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并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②这足见发展与培

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随着新的科研成果与新兴技术的转化应用而出现的新行业（孙天阳和杨

丹辉，2022），与国民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紧密相关。未来产业则是由前沿技术驱动，当

前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具有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

业。③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两者的出现必然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基础，但又并不是全部

沿着传统产业发展路径所形成的全新产业。它们有的是从传统产业体系（实体经济）的发展中

分化而来，有的则是在服务业或基础设施体系的发展中，为了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而形成的

新模式、新业态的产业化产物。这也反映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生产力迈向更高阶

段、更先进质态的产业表现，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产业载体，④更是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产业环节。

郎旭华、朱    静：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理论逻辑、三重动因与建构路径

 ① 引自《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 3月 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

202403/content_6939153.htm。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4-07/21/c_1130

182461.htm。

 ③ 参见《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 401

/content_6929021.htm。

 ④ 参见王宇：《以新促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有效培育》，《人民论坛》，2024年 1月 30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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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变革的角度来看，发展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基础与核心在于关键性

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原始创新、科技创新带来的关键性技术突破，将会实现创新要素的集聚和

产业应用场景的拓宽，推动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向产业创新转化，从而在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

持续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注入新动能。

从制度保障的角度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和培育离不开具有根本性、全

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顶层设计的制度导引（许先春，2024）。面对关键核心技术对协同创新、

要素集成、系统运筹等方面的更高要求，立足于“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形成支持协同创新

的制度体系，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和培育，是我国更好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

优势，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凝聚自主创新强大合力，进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由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通常需要超前布局，缺少可供直接

参考的产业发展路径和制度范本，相较于传统产业的发展具有前瞻性和不确定性，只有技术变

革和制度引导不能完全充分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和培育，还需要更加充分

地调动市场主体的自主创新意识和探索意识，营造适合的发展氛围。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未来产业的发展和培育更需要发挥文化价值塑造的作用，通过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崇尚创新、

尊重创新的良好氛围，以更好发挥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与创新意识，进而探索生产方式、要素

配置方式以及要素聚合模式的创新，有效激发劳动者改造现实世界的积极性。一方面，创新文

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有助于激发市场主体的内在创造力，自主形成支持原始创新的思维方

式、行为规范，形成解放思想、开放包容的社会创新氛围，推动既有思维范式的原创性突破；另

一方面，在尊崇创新、包容失败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创新主体更有动力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

新的深度融合，从而形成有助于创新产出与转化的新机制、新渠道，①为发展与培育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奠定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和培育过程见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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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和培育路径

注：一般而言，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前沿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

作用的产业；未来产业是指由前沿技术驱动，处于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的前瞻性新兴产业。通过比较这两者的定义可以发现，两

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立足国家重大产业发展所着眼的时间期限不同。随着产业体系的发展，当下的未来产业会逐渐成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同时新的未来产业还会不断出现。可见，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而言，两者发展所需要的产业基础和驱动因素是高

度类似的，因此本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路径予以合并探讨。
 

进一步地，由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形成的高质量的传统要素，以及由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的发展和培育形成的新型要素，在现代服务业渗透融合和先进完备的基础设施体系支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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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任晓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光明日报》，2023年 12月 5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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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实现互动融合，从而在要素聚合和系统集成中形成涵盖战略性技术研发、新兴技术产业

化、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协同化三者全过程，可持续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①由此，在技术革新、制度保障、文化价值塑造三重动因的共同作用下，立足于渗透

层、核心层、支撑层，分别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和培

育两条路径，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为重要标志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得以形成。具

体如图 3所示。

通过图 3，我们还得到了一个新的发现，即伴随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两条路径的

不断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事实上形成了三个层次的产业融合化发展：①第一层次的融合发展，

是现代工业、现代农业以及两者的融合化发展，形成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②第二

层次的融合发展，是服务业、转型升级后的实体经济（传统产业）、基础设施体系三者在技术变

革、制度保障和文化价值塑造驱动下的融合发展，形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和

培育路径；③第三层次的融合发展，是转型升级后的传统产业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三者的融合发展。这三个层次产业融合化的递次发展过程，既以实体经济发展的完备性为前

提，又以技术创新的先进性为驱动，还以制度和文化价值的安全性和自主性作保障，最终形成了

符合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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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整逻辑

注：图中虚线框表示不同层次的产业融合化发展。虚线框对应的序号①、②和③分别表示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过程中的三个层

次的融合化发展形式及其内在关系。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了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三重动因和两条路径。从主要内容来看，现代化产业体系由现代化的实体

经济（工业和农业）、服务业以及基础设施体系构成。其中，实体经济居于核心地位，服务业和基

础设施体系分别起到渗透融合和支撑保障的作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生产力、生

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从发展动因来看，技术变革、制度保障和文化

价值塑造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不同方面各司其职、相互依存、共同作用，成为推动

郎旭华、朱    静：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理论逻辑、三重动因与建构路径

 ①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是指能够在未来成为主导产业或是支柱产业的新兴产业集群，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基本因素包括传统要

素、新型要素以及要素效率。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必然同时具备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三者融合发展的产物。

有关参考依据，详见国家信息中心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组：《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及特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https://www.ndrc.gov.cn/xxgk/jd/wsdwhfz/202 103/t20210319_12698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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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别于传统产业体系的驱动因素。由此，本文提出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两

条路径：一是基于技术变革与制度保障的共同作用，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二是基于技术、

制度与文化价值塑造三者的共同作用，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基于对现代化产

业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考察，我们还发现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事实上包含了三个层次的产

业融合化发展，并通过前述两条建设路径的推进和结合发挥作用。

通过前述分析不难看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在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的实践中，必须要抓住主要方面，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三重动因着手，切实解决

这一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第一，立足技术动因，要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要始终

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在科技创新中“抓重大、抓尖端、抓基础 ”的重要作

用，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引领动员作用，更好优化重大项目管理机制的协同带动作用，更好

坚持在党管人才中打造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高地，从而更好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另一方面，

要坚持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要强化国家科技原创导向，鼓励创新主体基于国家重

大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凝练基础科学问题，提前谋划布局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网络协

同制造、光电子器件等变革性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塑造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优势；要强

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在新兴前沿领域加强国内国际交流合作，更好锻造我

国产业优势领域“长板”，弥补薄弱领域“短板”，构建科技创新、教育发展与人才培养一体推进

的新模式。

第二，立足制度动因，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强制度保障。一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健

全新型举国体制，弥补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短板，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

展和培育。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要加大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对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

投资力度，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着力培育耐心资本。在发挥市场决定

性作用方面，要重视市场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技术研发的发展

方向、发展道路及创新资源的配置等方面更好促进技术研发端与产品供给端的紧密结合。另一

方面，要打破体制机制壁垒，优化协同机制，更好推动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和产业间的融合发

展。具体而言，一是要打破企业、高校与各产业之间的体制机制障碍，持续深化“产学研用政

服”多维合作机制，为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强有力保障；二是要完善高水平人

才培养体系与评价机制，着力打造结构合理、体系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分级分类、

多元评价的人才评估体系，依据不同职业、不同岗位以及不同层次人才的特点，科学设立评价

标准，更好激发高水平人才的创新活力。

第三，立足文化价值动因，要培育创新文化，凝聚创新共识。一方面，要通过各级各类平

台，让科技创新知识、创新创业故事“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广大科技工作者、战

略科学家、领军企业家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构筑起鼓励探索、追求卓越的创新文

化。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形成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淡化失败的概念、尊重客观事实、普及科学

研究规律，真正在全社会形成支持科学探索的氛围。另一方面，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

精神。既要引领更多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活动的不同环节，让能担当的主体

敢担当、能提供支持的主体多支持，齐心协力实现更多“从 0 到 1”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

又要保护好科学研究活动、产业发展活动中求真务实的态度和创新诚信的意识，坚决反对主观

臆断、虚浮夸大、逐利短视的不良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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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Theoretical Logic,
Three Driving Forces, and Constructive Paths

Lang Xuhua1，2,  Zhu Jing1

(1.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Institute for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it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content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economics. On the basis of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roductive forces,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superstructure, this paper forms three driving forc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thus puts forward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cluding two con-

structive paths and three levels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main content, the modern in-

dustrial system of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penetration layer, core layer, and support layer, which are com-

posed of service industry,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and infrastructure system, respectively. In the modern in-

dustrial system, the real economy with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as the main body occupies the core position.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infrastructure system play the role of promotion and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as the penetration layer and support layer, respectively. Second, from the viewpoint of

driving forces, technological chang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cultural value shaping play their own roles

respectively and are interdependent in the contradictory laws of movement of production forces, production re-

lations, and superstructure, which become the important development motiva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

ern industrial system. Thir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wo path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

tem. One i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joint rol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the other is to develop and cultivat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

tries and future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joint role of technology chang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cultural

value shaping.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academic value: On the one han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eco-

nomics, it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which

forms a more complet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n the other h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hree driving

forc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t forms two path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

trial system and the idea of three levels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hich is of practical reference

significance.

Key words: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division of labor；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future

industri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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