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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a labor-intensive economy to an economic growth model driv-
en by large-scale capital investment. With the deepening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polici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drivers of 
urban economy under the new normal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public attention. Fostering new drivers of urban economic growth will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urban industries,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
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eaning of the new driving force of urban economic growth,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l of new urban areas, and deeply discusses the specific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new driving 
force of urba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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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后，中国从密集劳动力为主要生产投入要素逐步转变为由大规模资本投资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随着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政策不断深化，新常态下城市经济新动能发展成为大众的关注重点。培育城市经济增长新动能将有效推动城市产业转
型升级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论文针对城市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含义进行阐述，对城市新区经济增长模式进
行调研，深入探讨推进城市经济新动能增长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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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托庞大的劳动力储备，在经

济上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加工厂。

由于劳动力过剩，市场供给大于需求，低工资高生产成为当

时市场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随着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富余劳

动力逐渐减少，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冲

击劳动加工型市场，中国逐渐从密集劳动力投入转向由大规

模资本投资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 [1]。出于政府政绩考核或

形象需要，各级政府为吸引投资，采取了一系列招商引资特

惠政策，并在资源配置、融资渠道等方面为入驻企业提供政

策性支持。低地价供地、配套税收优惠政策、低息融资贷款

等多项措施使重工业企业及房地产企业规模急剧扩张，带来

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国前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多推

动于密集人口劳动力、资本大规模的投入以及自然资源的耗

用，却忽略了对新兴企业或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关注。

后由于传统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逐渐扩大，经济增速逐

步减弱。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为化解当前经济减速困境，

提出“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概念。习近平总

书记在多场会议中深刻阐述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形势，

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

换三大特点”“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向形态更高级、

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

通过经济转型、优化整体市场结构、创新动力驱动等来调整

目前市场经济的结构，使经济潜在增长速度显著提升。当下，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成为了应对新常态下经济形势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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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措施，从总供给角度来宏观上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

从而避免了市场从总需求角度出发的盲目扩张发展的问题。

2 经济增长新动能

在新常态经济形势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通过调

整市场与生产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催生政府各部门与企业的

生产创新积极性，从而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增加供给要素的

质量，推动经济市场升级转型，在此过程中为中国经济社会

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即为新动能 [2]。近几年来，“新动能”

不断在经济会议中被众人提起，其出现为中国讨论经济如何

发展、向何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动能的内涵在诸多企业

家学者不断实践探索下发展出多种理解。新动能较为通识的

理解即是大力发展新型战略性产业，如物联网、生物制药、

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加大各研究开发资金投入，提升社会经

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社会发展增

加新动能，促使中国紧跟全球前沿产业变革趋势，塑造国际

竞争新优势 [3]。除了催生新兴产业创造出的新增动能，将传

统产业、传统模式、传统技术等改造进行转型升级，同时提

高产品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为中国经济高质量高效发展提

供有力支持也是新动能，是现阶段保证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

重要力量。

因此，这两种类型的新动能都将共同推进中国经济结构

优化，是促使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由于新动能替代旧动能

并不能一蹴而就，新兴产业带来的新增动能与通过技术革新

引起的旧动能转化提升的新动能部分在现阶段需要协调统一，

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持续动态进行调整，逐渐淘汰旧动能，

加速培育新动能。在深化供给侧改革战略重点指导下，将会

使市场从供给方面宏观上进行全要素、生产资源等优化重组，

新旧动能的转换将不仅仅能成为实体经济的增长点，还将成

为提高市场经济增长的质量、市场结构转型优化的推动力。

从供给侧角度来看，过去促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动能主要

是需求侧动能。随着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化，

中国市场逐渐转型优化，同时也激发市场的活力促使新的市

场主体产生与成长 [4]。供给侧改革也将从优化经济市场环境、

引导企业创新、简政放权、“三去一降一补”等多方面着手，

为中国经济新动能增添助力，使中国经济的能得到高质高效

的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经济数据统计，2019 年中国国内生

产总值达 990865.1 亿元，较 2018 年增长 6.1%。其中，三次

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里，第三产业贡献率最高约占六成，

达 59.4%，第一、第二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分别为 3.8% 和

36.8%。自 2015 年至 2019 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呈持续上升状

态，从 2015 年的 234968.9 亿元以 5.8% 左右的环比年增长率

增加到 2019 年度的 317108.7 亿元。以上数据展现出中国市

场经济呈现向好态势，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政府在不断深化供

给侧改革工作中已展现出一定成效，能促进经济新动能得到

良好发展。

3 推进城市新动能发展的措施

3.1 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结合共同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建设的不断深入，面对新旧动能转换

接续，城市在以制造业作为经济新增长主导的同时，还应积

极将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起来，构建先进制造业与生产型服

务业协调配合的新兴经济体系，使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转型

发展的新一大经济动力增长点。现代服务业将为传统制造业

的生产带来高质量的核心支持，其两者的融合将会为城市经

济注入新活力，同时服务业的高效发展将为工业产业迈向中

高端起到推动作用。针对当前城市制造业产业园区，吸引一

系列现代服务性企业或平台入驻，如物流、电子商务、咨询

培训、专业技术服务等服务性企业。在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完善过程中，电子商务和物流信息化企业作为政府和市场

重点发展产业领域，为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整合调整起

到基础性作用。通过对物流资源数据网络信息化，将会促进

传统制造业向生产精细化和物流精细化方向发展，改善企业

生产供应链管理。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多产业共同发展，深

化合作能促使社会资源优化整合，产业间信息共享，营造良

好的生态产业园区环境。城市新区应围绕传统制造业建立区

域性服务集群，打造资源共享、各产业协同发展的多功能产

业集群。

3.2 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相融合的“互联网 +”商业

模式

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经济以美国、英国等国为代表已经

进入长期性产业结构调整期，网络信息化的加入为工业产业

高效高质的生产目标提供了新的路径。中国“互联网 +”的

推进将使互联网与传统经济跨界融合，带动市场经济形态不

断发生改变，利用信息与互联网平台提升整个社会经济发展

动力。信息化资源、信息技术与传统工业管理、工业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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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层面进行结合渗透将会为城市经济带来新的企业经营

管理模式，促使新型工业产业可持续化发展业态产生，激发

工业企业活力，从而推动现代工业发展模式转型升级，提高

企业竞争力。在建设完善中国企业的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

展中，企业正从以往的单项系统的构建应用阶段过渡到系统

性部分集成应用阶段，并逐步转向综合性集成阶段发展。在“互

联网 +”的商业模式推动下，企业构建信息化管理平台持续

推进企业应有系统、业务流程、生产管理规范标准等集成融合，

促使企业新型发展能力的形成。在当今大数据繁荣发展的背

景下，互联网为企业、政府、研究机构等多方合作协调共存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建立高效率高质量安全平稳的经济运

行机制创造了有利条件。推动“互联网 + 大数据”的全新商

业模式将在未来几年时间里推动资源整合，促使经济产业健

康发展，为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提供保障，建立新兴产业发

展经济新体系。

3.3 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是带动城市经济增长的第一生产力，

树立企业科技创新的核心地位将充分释放企业创新创业的潜

能力。在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动下，完善企业

的科技创新核心体系有利于整个市场产业、研究院所、教育

院校机构主体间协调互助，在提升创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促

进经济发展与科研成果相互融合，建立数据驱动型经济发展

机制。区域性创新服务平台的建立也将为科技产学研高效沟

通协同合作带来新的机遇。创新服务平台的创建有利于整合

已有相关科技信息资源，避免重复性科创投入造成资源的浪

费。在深化供给侧改革战略引导下，“三去一降一补”和“双创”

等政策为中国市场新主体的产生带来空间。截止至 2018 年末，

中国中小微企业占有市场全部主体 99.6% 的份额，并为中国

GDP 的贡献达到六成以上。因此，除已有大型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外，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的繁荣发展也对城市经济动能增

添新活力。只有提高整个市场行业对科技创新研发的重视，

加大企业研发投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才能令中国企业抓

住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的机遇，培育经济新动能。

3.4 营造公平竞争与贸易市场环境

营造公平竞争与贸易的市场环境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政府各部门应站在企业和公众的角度健全完善社

会基础保障，做好城市基础性建设。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应

相互沟通协调，精简办事流程，为培育城市新动能营造良好

有序的市场环境。近年来，政府简政放权不断推进使企业在

发展过程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得到较大幅度的降低，市场资

源配置不断优化并且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也得到显著提高，有

利于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中国营商便利度在全球也大幅提升。

政府部门职能这些年逐步转变，从之前的审批管理性工作向

为服务性监管性工作转化，在令政府部门科学高效运行的同

时为贸易市场环境良性发展创造了条件，刺激城市新动能的

发展壮大，激发区域营商活力，提升企业区域范围乃至全球

竞争力。

第二，构建公平有序的市场机制以优化资源配置，可以

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为资源、企业、产业间的顺利流通提供

便利，并且能够促使市场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得到提高，

优化城市整体经济结构，为城市经济增添新动能。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不断深化，新常

态下城市经济新动能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经济新动能既包含新兴产业创新带来的新增动能，又

包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的新动能。通过促

进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结合发展、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相融

合的“互联网 +”商业模式、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营造

公平竞争与贸易的市场环境等方式，城市经济结构将逐步优

化，构建一个多产业协调共同发展的创新生态经济体系，为

城市增添经济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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