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难点及实现路径

任保平，宋雪纯

( 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27)

(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作者简介: 任保平，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
授; 宋雪纯，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编号: 18VXK002) 和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道路研究”( 编号: 19FJLB011) 的成果。

摘要: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新发展理念包含的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五个维度考量发现，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体现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基础研究较为薄弱，科技

创新的深度和广度不够; 区域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国土利用空间布局不合理;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快速

推进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及不合理的产业转移给生态环境带来负担; 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给我国带来了较大的贸易压力，而我国对外贸易相关制度尚未与新的开放格局相匹配; 公共服务供给不

平衡等问题突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实现路径在于进一步激发创新发

展活力，加强协调发展的整体性，推进绿色发展制度体系建设，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增强公共

服务供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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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基于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变

化，以及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做出的重大判断。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我国经济发

展中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是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将从新发

展理念包含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分析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难点问题，并基于

此找准下一步发展路径。
一、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新世纪以来，我国加快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速度。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考量

发现，经济发展呈现新趋势，这决定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 一) 创新发展维度: 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有所提升

新世纪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创新投入，培育创新人才，提高经济发展的创新贡献率，创新发展取得了

较大进步。党的十八大做出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部署，此后创新产出效果明显，参与科研创新的企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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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创新驱动、创新发展模式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效。［1］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创新指数

达 212，第一次突破 200 大关，增幅为 8．6%，是自 2005 年测算以来的最高值。
1．科研产出数量不断提高。2003—2018 年，我国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从最初的 0．21 件增加至

11．5 件，科研产出数量迅速攀升。( 见图 1) 2018 年我国的创新产出指数①为 264．1，同比上涨 11．7%。
2019 年国内有效专利发明拥有量高达 186．2 万件，通过《专利合作条约》( PCT) 途径提交专利申请 5．9
万件，居世界首位。2020 自然指数年度榜单数据显示，2015—2019 年我国在自然科学领域高质量科研

产出增加了 63．5%，成为增长最快的国家，更有 17 家中国科研机构进入全球百强。

图 1 2003—2018 年我国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单位: 件)

数据来源: 2004—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 2 2012—2018 年我国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规模以上企业比重

数据来源: 2013—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

2．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总体呈上升态势。高新技术产业业务收入所占比重稳步上升，从 2012 年的

12．72%增至 2018 年的 15．52%，总体呈上升态势。( 见图 2) 高科技产业创新成效显著，2018 年创新成效

指数②增至 164．1，同比上涨 4%。2019 年世界超级计算机 500 强榜单中，我国占据 227 个席位，其中，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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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创新产出指数包括每万人科技论文数、每万名 Ｒ＆D 人员专利授权数、发明专利授权数占专利授权数的比重、每百家企业商标拥

有量、每万名科技活动人员技术市场成交额五个指标。
创新成效指数包括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货物出口额的比重、单位 GDP 能耗、人均主营

业务收入、科技进步贡献率五个指标。



威·太湖之光位居第三位，天河二号位居第四位。同时，我国在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制药、核应用

技术等领域也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如，2019 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总数占世界人工智能企业数的 21．
67%，居第二位; 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首登全球 50 名药企榜，并保持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趋势，创新能

力不断提升，实现跨越式发展。
3．研发投入持续增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Ｒ＆D 经费占 GDP 的比重显著增加。多项政策鼓励

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活动，良好的创新环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创新队伍中。2018 年，进行 Ｒ＆D 活动

的企业占总企业数量的比重已达 28%。同时，我国每万人高等教育学校数呈逐年增加趋势，为我国创

新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为科研水平提升提供了人力资本支撑。( 见表 1) 近年来，我国创新能力和国际

影响力稳步提升。2018 年创新投入指数①增至 194．1，同比上涨 6%; 2019 年我国研发投入居全球第二

位，18 个科技集群进入全球百强。
表 1 2003—2018 年我国创新能力发展状况

年份 Ｒ＆D 占 GDP 年均比重( %) Ｒ＆D 活动企业占企业总数的年均比重( %) 每万人高等教育学校数( 所)

2003—2007 1．2769 6．5413 0．0172
2008—2012 1．6995 9．5226 0．0203
2013—2018 2．0817 21．6321 0．0208

数据来源: 根据 2004—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所得。

( 二) 协调发展维度: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乡差距逐渐缩小

新世纪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协调发展能

力不断提升。［2］

图 3 2003—2018 年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数据来源: 根据 2004—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1． 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03—2018 年，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一产业、第
二产业占比逐渐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由 2003 年的 0．9 提升至 2018 年的1．28，

( 见图 3) 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升，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加大，提质增效效果显著。分区域看，我

国各地区的产业结构不断合理化，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泰尔指数②从 2003—2007 年的0．1618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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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创新投入指数包括 Ｒ＆D 经费占 GDP 比重、基础研究人员人均经费、Ｒ＆D 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所占比

重、开展产学研合作的企业所占比重五个指标。
通过整理分析 2003—2018 年的相关数据获得东、中、西部地区的泰尔指数，并将泰尔指数的倒数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指

标，收入越平均，产业结构合理化泰尔指数越小。



2013—2018 年的 0．1008; 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泰尔指数从 2003—2007 年的 0．2630 降至 2013—
2018 年的 0．2074;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泰尔指数从 2003—2007 年的 0．3801 降至 2013—2018 年的

0．3307。但对比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泰尔指数发现，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最高，西部地区的

合理化程度明显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虽然各地区间仍存在较大差距，但总体上我国产业结构呈不断

合理化的趋势，并且我国工业正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近年来，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迅速，

服务业产值持续攀升。2019 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8%，服务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重已达到 53．9%。
表 2 2003—2018 年中、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泰尔指数

2003—2007 年平均值 2008—2012 年平均值 2013—2018 年平均值

东部地区 0．1618 0．1454 0．1008
中部地区 0．2630 0．2386 0．2074
西部地区 0．3801 0．3719 0．3307

2． 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2003—2009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维持在 3 以上的较高水平。随

着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不断加大城乡民生保障力度，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各地深入推进扶

贫工作，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收入差距指数下降趋势明显，从 2010 年的 2．99 降至 2018 年的

2．69。( 见图 4)

图 4 2003—2018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

数据来源: 根据 2004—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3． 产业结构偏离度不断优化，生产效率逐渐提高。① 2003—2018 年，三大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

构的匹配度总体呈持续优化趋势，向均衡方向发展。但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并未出现显著改善，长期保

持负值，说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尚未全部释放。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是三大产业中最高的，说

明其劳动生产率较高，［3］且存在较大的就业空间。( 见图 5) 第二、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呈逐年减小趋势，

是因为其吸收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且生产效率较高。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吸收就业的能力大幅提

高。
( 三) 绿色发展维度: 空气质量改善，环境保护水平整体提升

新世纪以来，我国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九大

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这一时期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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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产业结构偏离度 Pn= ( Yn /Ln) －1，其中，Yn 代表第 n 产业产值比重，Ln 代表第 n 产业就业比重。Pn 绝对值越小，说明结构越均

衡。



图 5 2003—2018 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

数据来源: 根据 2004—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1． 空气质量有所改善。2003—2012 年，全国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达到及优于二级的平均天数一直

在 250 天以上，特别是 2005—2012 年平均天数可以达到 300 天以上。2013 年国家出台《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对造成生态环境污染的行业严加管理，加之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2018 年空气质

量达到及优于二级的平均天数升至 265 天。
从 2014—2018 年 PM2．5 的数值来看，处于极高浓度和高浓度①的城市个数逐渐减少，极高浓度的

城市个数现已降至零，处于较低浓度和微高浓度的城市个数逐渐增多。( 见表 3) 说明我国近几年空气

治理已经显现成效，空气质量有所好转。
表 3 2014—2018 年我国环保重点城市 PM2．5 浓度值划分情况

城市数量( 个)

年份 ＞100μg /m3 70～100μg /m3 50～70μg /m3 35～50μg /m3 15～35μg /m3 ＜15μg /m3

2014 4 36 46 18 9 0
2015 1 24 52 20 16 0
2016 0 21 37 38 17 0
2017 0 10 39 43 21 0
2018 0 2 34 48 29 0

数据来源: 根据 2015—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2013 年及以前环保重点城市仅涉及 51 个城市，
2014 年及以后增加至 113 个城市。

2． 环境保护水平整体提升。近年来，煤改气、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环保政策相继出台并有序推

进，使全国整体环境有所改善。［4］2018 年，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99%，污水处理率达 94．7%，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污水处理率均大幅提升。随着民众对宜居环境要求的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整体处于

增长态势。( 见图 6) 总体看环境水平整体处于不断改善的趋势，向高质发展、绿色发展的方向稳步迈

进。
( 四) 开放发展维度: 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推进

新世纪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各国建立双边及多边合作，推动

各领域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1． 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秉持互利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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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将 PM2．5 年均浓度值由低到高划分为 6 种类型: 极低浓度 ( ＜15μg /m3 ) 、较低浓度 ( 15～35μg /m3 ) 、微高浓度 ( 35～50μg /m3 )

、较高浓度 ( 50～70μg /m3 ) 、高浓度 ( 70～100μg /m3 ) 和极高浓度 ( ＞100μg /m3 ) 。



赢的原则不断扩大与其他国家沟通与合作，向实现开放型经济强国的目标逐步迈进。自 2008 年国际金

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整体需求放缓，国际贸易形势日趋激烈，使我国外贸面临较大挑战，但我

们通过扩大开放市场、建设自贸区、“一带一路”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5］

2003—2018 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①虽有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 见图 7) 2003—2011 年，外商直接

投资( FDI) 增速较快，2012 年后 FDI 增速放缓，特别是 2015 年达到 1200 亿美元后，基本保持平稳，没有

较大波动。

图 6 2003—2018 年我国绿色环境水平变化

数据来源: 2004—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 7 2003—2018 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变动趋势( 单位: 亿美元)

数据来源: 2004—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

2． 国际旅游收入增加。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
2003—2018 年我国国际旅游收入整体呈上升趋势，2003—2013 年增速较小，总体保持稳中有升，2014
年国际旅游收入大幅增长至 105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4%，2014—2018 年国际旅游收入稳步增长。
( 见图 8)

( 五) 共享发展维度: 扶贫成效显著，医疗资源供给增加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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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以外商直接投资( FDI) 表示对外开放程度。



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深入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保证改革成果惠及人民。

图 8 2003—2018 年国际旅游收入变化趋势( 单位: 亿美元)

数据来源: 2004—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

1．扶贫成效显著。2013—2018 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 9899 万人减少到 1660 万人，每年减贫人数

保持在 1200 万人以上，832 个贫困县已脱贫摘帽 436 个。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逐年降低且降幅明显，

从 2000 年的 49．8%降至 2018 年的 1．7%。中央及地方政府通过精准扶贫、长期扶贫，使贫困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贫困发生率逐年降低。( 见图 9)

图 9 2000—2018 年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 %)

资料来源: 2001—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

2． 医疗资源供给增加。自 2003 年起，千人病床数逐年增加，由 2003 年的 2．4 张增至 2018 年的6．03
张，医疗资源供给增加。新农合等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和进一步完善，让更多的人看得起病，使医疗卫

生水平不断提高，实现医疗资源最大限度共享。
二、新发展理念目标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

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维度分析，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已转向高质量发展方向，但同时

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
( 一) 创新发展维度的制约因素

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创新维度看，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不断加大，科技进步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度也在逐步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一是我国创新发展仍以各级政府及国

企为主导，市场及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贡献相对较小。虽然政府对创新的政策性鼓励持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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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外部环境不断改善，但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远远不足，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求不相适

应。同时，我国对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缺乏关键性技术领域的龙头企业，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虽然我

国科技人才供给量庞大，但高端创新人才不足，人均创新产出效率不高，这些均对我国高质量发展形成

了制约。二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且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尚不完善，对创新成果保护力度不够。民营企业

多倾向于研发时间短、成效快的项目，这与产权保护不足有着必然联系，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创新质

量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三是我国基础研究较为薄弱，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在创新动力和原始创

新能力上也有所欠缺，这些都对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形成制约。
( 二) 协调发展维度的制约因素

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从协调维度看，随着科技的发展，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因素也不再

局限于自然因素、区位因素等短期难以改变的客观因素，还包括科技创新能力、信息化和数字化水平等

因素。近年来，中部和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呈扩大趋势，已从过去 GDP 等指标数

量上的差距转变为发展潜力、发展能力等质量上的差距。而且中部和西部地区受虹吸效应影响，支撑产

业智能化发展的要素供给不足，导致高新产业发展受阻，难以培育新动能，致使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水平差距持续扩大。另外，长久以来，我国国土利用空间布局不太合理，以致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

盾愈发严重，阻碍区域经济发展。虽然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整体有收敛趋势，但差距依然较大，由于城

乡间各资源要素占有比例不同，农业财政支持力度不足，以及城乡经济结构和资源要素利用率存在固有

差异，使促进城乡经济差距进一步缩小的难度加大，这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 三) 绿色发展维度的制约因素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绿色发展维度主要是从生态环境角度出发，由于生态环境具有公

共性的特征，经济主体对于环境开发和使用的保护意识及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还不到位。一方面，受粗

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污染日益严重; 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生活垃圾

等污染不断加重，治理成本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国内外区域间不合理的产业转移也给生态环境带来负

担，发达国家将高耗能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较快的东部沿海地区将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

欠发达地区，使产业承接地区的环境污染愈发严重。同时，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也是制约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 四) 开放发展维度的制约因素

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高水平的开放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随着经济全球

化发展的不断深入，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给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更高层

次的挑战和风险。一方面，当前国际竞争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各国对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争夺激烈。逆

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一些西方国家的干扰给我国带来了较大的贸易压力。全球资本竞争激烈，

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传统优势逐渐减小，多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我国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构

成开放角度对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另一方面，我国对外贸易相关的金融体制、法律制度、人才管理制度

等与新的开放格局还不相匹配，难以支撑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
( 五) 共享发展维度的制约因素

共享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近年来，我国在践行共享发展理念上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仍存在

收入分配、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等问题。相关法律制度、政策体系不完善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共享发展。如，由于收入与分配制度不完善，使得尚未全面实现发展成果的公平共享; 由于政府社会

保障供给职能发挥不充分，使得我国尚未全面实现城乡间、区域间公共服务共享，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民

生问题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将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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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理念贯穿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
( 一) 激发创新发展活力

把握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机遇，持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快

关键领域的科技研究，培育国际水平的科技领先企业。拓宽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资金来源渠道，为民营企

业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加强产权保护力度，为创新成果提供保障。引进高端创新人才，优化人才服

务，完善创新激励体制机制，激发技术人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大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提高我国科

技的原始创新能力，掌握科技竞争的主动权。深化人工智能、数字化、互联网等技术手段的应用领域，大

力培育新兴产业集群，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挥双创带头作用。
( 二) 加强协调发展的整体性

针对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的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采取分类措施，持续推进区域发展战略，缩小区域

发展差距。抓住“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发挥地区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形成高质量发展示范

区，带动全国其他地区，加强协调发展的整体性。打造城乡联动机制，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完善保障体

系，扩大保障覆盖领域和范围，夯实我国经济发展根基，补齐“三农”短板。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

型城镇化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协调发展。加强市场机制建设，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转

变政府职能，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 三) 推进绿色发展制度体系建设

加大生态治理和补偿力度，对于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逐步淘汰，全面实行节能减排，促进绿色清洁

能源的开发和使用，增加产业绿色科技投入，对相关产业进行全面的技术改造，加快实现产业升级。建

立和完善实行绿色生产及绿色消费的体制机制，加强政策引导，以实现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加快

绿色科技创新进程，实现网络化、智能化治理污染，提高治理效率和质量，加快绿色能源体系的建设步

伐。［6］继续推进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发挥引领作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绿色发展和传统产业升

级。树立绿色消费理念，提高国民对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的重视程度，培养国民生态保护意识。在全国

推行节能环保活动，形成节约资源、爱护环境的良好风气。加快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和

完善，实现管理标准化、法治化，为绿色发展提供更高层次的制度保障。
( 四) 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主动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健全对外开放的新机制，增强政策支持力度，扩大内陆地区开放，形成

我国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改善投资环境，放宽投资市场准入标准，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扩

大投资的主体范围，吸引外资注入。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进一步加快自贸区建设，探索自贸港建

设，开拓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区域。通过构建开放新体制、形成开放新格局，为高质量开放型经济注入

新活力。建立与我国开放新格局相匹配的人才管理体制、金融监管机制、法律制度等，促进相关体制机

制改革。进一步优化对外营商环境建设，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发展，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

慧。［7］

( 五) 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以人民的利益为发展要求，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实现服务共享和均等化; 推动教育事业发展，推

行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实现教育资源共享; 加大城乡医疗卫生保障力度，提高基础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建立和完善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形成制度化保障，更好地保障民生。推进脱贫攻

坚进程，巩固已有成果，确保如期完成既定目标。创新社会治理，注重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建构社区治理

新格局，为社会稳定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供有力保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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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udgment and Ｒealization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under the Guidance of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Ｒen Bao－ping，Song Xue－chun
( China We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Ｒesearch Institute，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Shaanxi 710127)

( School of Economic ＆ Management，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Shaanxi 710127)

Abstract: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shifted from a stage of rapid growth to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From the five dimensions of innovation，coordination，green，openness and sharing included in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it is found that the constrai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re reflected in the lack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ies，weak basic research，and insufficient depth and breadth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is widening，the layout of land use space is unrea-
sonable;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has brought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
tion，and unreasonable industrial transfer has imposed a burden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Ｒeverse glo-
b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rade protectionism have brought greater trade pressure to my country，and my coun-
try’s foreign trade－related systems have not yet matched the new opening pattern; public service supply im-
balances and other issues are prominent． The way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lies in further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strengthening the integrity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green development system，forming a new pattern of high－level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and enhancing public service supply capabilities．

Key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Structural problems; Modernized Econ-
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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