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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高质量发展】

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内在逻辑、形成机制与实践路向

李 昀 孔 维 铮

摘 要：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是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与协调发展的关键力量，对加快城乡融

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是一种以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和生态化转型为

核心，旨在促进城乡间要素自由流动、缩小发展差距，并通过优化劳动者素质和劳动资料赋能劳动对象价值升级，

实现生产效率和质量全面提升的变革之力。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可赋能中国城乡融合完满实现；另一方面，中国城

乡融合可创新新质生产力实践路向。形成机制方面，新质生产力外显于劳动者、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因此可通过

作用于上述三种生产力构成要素来提升新质生产力。为此，应改善劳动投入，赋能劳动者全面发展；推动新质产业

和生态环境优化，赋能劳动对象全面迭代；加快技术创新，赋能劳动资料全面升级，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从而推动城

乡融合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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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着力推进城乡融合

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

的合理增长。这不仅反映了当前经济发展模式转

变的迫切需求，也凸显了对城乡发展均衡化的深刻

认识。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于 2023年提出

“新质生产力”概念，标志着我国发展策略的一大创

新。新质生产力为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

了新视角和新策略，它强调通过整合科技创新资

源，发展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及

未来产业的发展。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发展

阶段，即工业反哺农业与城市带动乡村阶段，这就

要求加快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城乡经济

一体化的新模式（孙祥栋等，2023）。在这一历史进

程中，培育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推动城乡融合的关键

途径，也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鉴

于此，在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开展新质生产力的

培育研究对加快城乡融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

意义。

一、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当前，学界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已积累了一

些成果，相关研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归纳。第

一，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与内涵特征。高帆

（2023）的研究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与其

多维内涵，突出了这一概念是如何根植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之中的。蒲清平等（2024）的研

究进一步阐述了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的细节，指出

它不仅包含技术创新、知识更新等方面，还涵盖了

生产方式、管理模式、经济结构等多维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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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珏等（2024）构建了新质生产力的指标，并在此基

础上开展了新质生产力的时空演进研究。第二，新

质生产力实现路径与策略。胡莹（2024）的研究提

供了具体的策略和措施，如加强技术创新、优化产

业结构、提升教育质量、加快信息化建设等。同时

为了实现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的转变，需要采取

一系列综合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政策支持、资金投

入、人才培养等（徐政等，2023a；徐政等，2023b）。

第三，新质生产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众多研

究探讨了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以及

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关系。徐政、郑霖豪和程梦瑶的

研究揭示了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徐政等，2023a；徐政等，2023b），而周绍东和胡华

杰的研究则强调了创新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

的核心作用（周绍东等，2024）。此外，关于教育在

培养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李奕，2023）、新质生产

力下的产业发展方向和战略（刘志彪等，2023）都进

一步丰富了新质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

与应用。

究其本质，新质生产力缘起于生产力，仍属生

产力概念范畴，它是在传统生产力基础上，通过科

技创新和数字化等新技术的应用，赋能劳动者的创

新能力和素质水平，优化劳动对象的特性和可塑

性，提升劳动资料的种类和质量，从而实现生产力

从量变到质变的跃升。那么在中国城乡融合背景

下，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将会如何嬗变？以往研

究中，诸多研究阐述了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融合之间

的紧密关系，如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推动。王琴梅等（2023）的研究表明，数字新质生

产力通过推动技术创新，能够有效提升农产品生产

的规模和质量，促进农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侯冠

宇等（2024）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东北地区农业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杜传忠等

（2023）指出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提升生产要素质量，

促进产业间关联互动，催生新型生产组织形态，进

而促进城乡经济高质量发展。张震宇（2024）指出

新质生产力可赋能数字乡村建设，加快要素流通。

由此可见，城乡融合与新质生产力两者概念的

共同取向是生产要素的融合流通与创新发展：新质

生产力可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城乡融合可赋能

新质生产力要素创新发展。即新质生产力可赋能

城乡融合进一步深化，城乡融合进一步为新质生产

力创造实践向度。因此，本研究认为，在中国城乡

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是一种以科技创新、数字

化转型和生态化转型为核心，旨在促进城乡间要素

自由流动、缩小发展差距，并通过优化劳动者素质

和劳动资料赋能劳动对象价值升级，实现生产效率

和质量全面提升的变革之力。这一概念不仅体现

了从传统生产力向更高级、更具创新性和可持续性

发展的转变，也强调了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内在

动力和发展机制。

二、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培育的

内在逻辑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劳动者的工作技

能、创新劳动对象的生产方式和完善劳动资料的配

置方式，提高城乡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

率，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和协同发展，推动城乡

融合。另一方面，城乡融合通过创新劳动者、劳动

对象和劳动资料的实践路向，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创

新发展和应用。

（一）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城乡融合完满实现

新质生产力所引发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

资料的变革将赋能中国城乡融合的完满实现。首

先，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和能力，促进

城乡劳动力的融合。随着科技的发展，劳动者需

要具备更高的技能和知识，才能适应现代化生产

的要求。通过培训和教育，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技

能水平，使其具备适应城市化发展的能力，从而实

现城乡劳动力的有机融合。通过与城市交流技能

和知识，提升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实现技术下乡，

促进乡村振兴。其次，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劳动

对象的质量和效率，推动城乡经济的融合发展。劳

动对象包括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各个领域。通过

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和质量，推动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同时，加强

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产业协同，促进农产品加工和农

村旅游等产业的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的互补和融

合。最后，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劳动资料的质量

和效能，推动城乡资源的融合利用。劳动资料包

括土地、资金和技术等资源。通过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推动农村土地的产业化、

城市化和生态化发展。同时，加强农村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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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

推广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应用，提升农村信息化水

平，促进城乡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互通，推动城乡资源

的融合利用。

（二）中国城乡融合创新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向

中国城乡融合将引起实践中劳动者、劳动对

象和劳动资料的新向度出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

创新发展与应用。首先，中国城乡融合通过促进

人口流动和人才培育，创新劳动者的组织形式和

工作方式，进一步为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提供实

践空间。一方面，城乡融合激活了城乡之间的互

促互补的发展机制，不仅促进了城乡劳动力要素

的自由流动融合，还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样化和

质量更高的就业机会及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城

乡融合注重提升乡村本土劳动者的工作技能，通

过培训和教育提升其整体素质，进而提升乡村劳

动力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其次，中国城乡融合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升级，创新新质生产力

中劳动对象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一方面，城

乡融合鼓励农村地区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引领区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农村经济的

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城乡融合注重发展乡村特

色产业，深挖乡村资源优势，推动乡村经济的多元

化发展。最后，中国城乡融合通过协同资源配置

和完善乡村保障，创新新质生产力中劳动资料的

配置方式和使用方式。一方面，城乡融合强调城

市和乡村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互补，通过优化资源

配置和流动，实现城乡资源的高效利用。另一方

面，城乡融合注重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如

改善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提高乡村居民

的生活质量和生产效率。

基于上述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培

育的内在逻辑，构建了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

产力培育的理论框架（见图1）。

图1 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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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

形成机制

“新质生产力”概念缘起于生产力，是生产力中

的某一个要素或某几个要素在质上引起的大幅提

高所呈现的创新性的变革之力，与生产力构成要素

相吻合，皆是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三者构

成。在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边

界逐渐消融，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完满实现，

新质生产力构成要素呈现形式和形成机制也必将

发生改变。因此，有必要以新质生产力构成要素为

分析框架（王珏，2024），厘清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制，奠定后续研究基础。

（一）劳动者：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主体

城乡融合背景下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

重要主体，包括劳动者技能、劳动者劳动生产率和

劳动者意识。第一，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是实现经济

转型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也是进一步推

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加强职业培训和教

育，农民工和农村劳动力可以获得新的技能和知

识，适应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需求。例如，培训

农民工成为高技能工人，提高他们在农业现代化和

农村产业发展中的技术水平，以及在新型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中的就业竞争力，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

重要途径。第二，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是新质生产

力形成的重要指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

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和生产效益来实现。在城

乡融合背景下，通过优化城乡劳动力要素的组织和

管理，提升劳动力要素的流通效率、提高劳动过程

的协同性和流程效率，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

途径。同时，加强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

神，鼓励他们参与技术创新和工作流程改进，也可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劳动者意识对新质生产

力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首先，劳动者意识包括对

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的接受度和应用能力。在

城乡融合背景下，加强城乡劳动者意识培养，提高

其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可以促进他

们更好地适应和应用新技术和新模式。其次，劳动

者意识还包括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这种意识可

以激发他们积极参与创新创业活动中，不仅是追求

技术上的突破，还要在服务模式、管理方法上寻求

新的路径，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创

新和创业不应被视为高不可攀的目标，而是城乡所

有劳动者都能参与其中的过程，劳动者的小创意、

小尝试都可能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力

量。最后，劳动者意识还应该包括职业道德和社会

责任意识。职业道德不仅涵盖了对待工作的认真

态度和对同事的尊重，而且包括了对客户和社会的

负责。社会责任意识则让劳动者在工作中考虑到

自身行为对环境、对社会的长远影响，从而在追求

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注重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培

养这种意识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和生产效

益，更重要的是，它能促进形成一个更加公平、更具

可持续性的城乡融合的发展模式。

（二）劳动对象：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对象

城乡融合背景下劳动对象是新质生产力形成

的重要对象，包括新质产业与生态环境。一方面，

发展新质产业是实现新质生产力形成和推动城乡

融合发展的关键。新质产业是指以新技术、新模式

和新业态为基础的产业，具有高附加值、高效益和

高创新性的特点。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发展新质产

业可以促进城乡经济的协同发展，提高劳动者的就

业机会和收入水平。例如，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

能、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可以为农村地区提供更

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推动农村经济的转型升

级。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既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

要基础，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的关键要素。在城乡融合背景下，生态环境是人类

生产和生活的基础，对于劳动者的健康和生产力具

有重要影响。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减少污染物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绿色

发展和循环经济。例如，发展清洁能源、节能环保

技术和生态农业，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同时，保护生

态环境还可以提供更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劳

动者的工作效率和生产效益。

（三）劳动资料：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必要工具

城乡融合背景下劳动资料是新质生产力形成

的必要工具，包括物质劳动资料和无形劳动资料两

个方面。其中，物质劳动资料包括基础设施和能源

消耗，而无形劳动资料包括科技创新和数字化水

平。这些方面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城乡融合

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物质劳动资料方面，基础设

施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城乡融合需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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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完善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以提高城乡

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例如，修建高速公路、铁路、机

场等交通设施，可以加快农产品运输速度，促进农

村产业发展。此外，城乡融合还需要加强能源消耗

的合理利用，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和利用，以减少

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无形劳动

资料方面，科技创新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科技创新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发展。例如，利用先进的

农业技术和设备，可以实现精准农业管理，提高农

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此外，数字化水平的提高也是

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

以提高城乡信息要素的流通和共享，促进城乡居民

的互联互通。例如，通过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

及，农民可以获取到市场信息和农业技术，提高农

业生产的效益。

四、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培育的

实践路向

基于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机制，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向上应当着重关

注其构成要素，即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但在培育以上三者的实践层面仍存在诸多挑战。

第一，劳动者方面。城乡融合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向

城市转移，带来了人口流动和职业结构变化。但是

这种转变现阶段仍停留在区域性变化，而城乡融合

背景下的新质就业岗位往往需要高技能、高效率和

高意识自觉的劳动者。因此，亟须培育提升与新质

生产力相契合的劳动者的技能、生产率和意识。第

二，劳动对象方面。随着城乡融合的推进，传统产

业正在向新兴产业转型，城乡生态环境向绿色转

型。但是我国产业在生产力水平以及行业与地区

间发展的差异依然十分突出，仍然存在新质产业培

育环境缺失、城乡产业融合聚集度低和生态融合发

展度低等问题。因此，亟须培育与新质生产力相契

合的新质产业，塑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生

态环境。第三，劳动资料方面。在城乡融合背景

下，尽管当前城乡差距在逐步缩小，但乡村地区的

综合发展水平仍明显落后于城市，乡村地区资源匮

乏问题尤为突出。例如，乡村地区的交通物流网

络、水利电力设施以及信息网络基站等物质劳动资

料供给不足，数字化技术、农业生产技术的创新以

及数据管理机制等无形劳动资料仍较落后。因此，

亟须加强与新质生产力相契合的物质劳动资料的

生产与供应，加快完善与新质生产力配套的无形劳

动资料。概而言之，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

力的培育还存在诸多现实挑战，政府、行业、企业、

院校等利益相关者应当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

资料着手，改善劳动投入，赋能劳动者全面发展；推

动产环优化，赋能劳动对象全面迭代；加快技术创

新，赋能劳动资料全面升级。

（一）改善劳动投入，赋能劳动者全面发展

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

在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关

注劳动者技能、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意识三个

方面。

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

键。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劳动者需要具备适应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技能。因此，培训和教育是

必不可少的。首先，政府可以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

培训投入，提供技能培训课程和培训机会，提高农

村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使其适应新的生产要求，提

高其就业竞争力。培训内容可以包括新兴产业的

技术和知识，如信息技术、机械制造、生物技术等。

其次，可以加强农村劳动者的职业教育，提供更高

层次的教育机会。通过开设职业技术学校和职业

培训中心，为农村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培

养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同时，还可以鼓励

农村劳动者参加职业技能竞赛和实践活动，提高他

们的实际操作能力。最后，积极加强农村劳动者的

终身学习习惯的培养，鼓励他们不断学习和提升自

己的技能。政府可以提供学习资源和学习平台，如

在线教育平台和职业培训网站，方便农村劳动者进

行学习和培训。同时，还可以加强对农村劳动者的

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帮助他们选择适合自己发展

的职业道路。

提高劳动者生产率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途径。首先，促进城乡人口流动。劳动力要素自由

流动为城乡融合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可能（钱力等，

2024）。各级政府应加强对农民工等群体的关注和

支持，鼓励城市居民到农村地区旅游、投资、创业

等，同时引导农村居民到城市就业、居住等，促进城

乡人口的流动和融合。其次，吸引高级人力资本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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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区域城乡建设。高技能和创新型人才是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关键，各级政府需强化对关键人才的引

进和培养，但是也要加大对农村劳动者的工作保障

和福利支持，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和优质的工作条

件。同时，提供多种形式的政策扶持，如税收减免、

财政补助等措施。最后，加强城乡劳动力的组织和

管理，采用现代管理理念和技术，比如数字化管理

工具和平台，以及采用更加灵活和自主的工作方

式。通过这些管理创新，可以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

面着力，为劳动者生产率的提高奠定基础、铺平道

路，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效果。

培养劳动者意识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方面。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劳动者需要具备创新意

识和创业精神，积极适应新质生产力的要求。首

先，政府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和政策引导，培养劳动

者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通过宣传成功的创新

和创业案例，激发劳动者的创新潜力和创业热情。

同时，还可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劳动者参与创新

创业活动，提供创新创业的支持和保障。其次，积

极提升劳动者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沟通能力。在城

乡融合背景下，劳动者需要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能

力，能够与他人合作，共同完成任务。政府可以加

强对农村劳动者的团队合作培训，提高他们的团队

合作意识和沟通能力。最后，积极加强劳动者的职

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对农

村劳动者的职业道德教育，培养他们的职业操守和

社会责任感。同时，还可以通过加强对农村劳动者

的法律法规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律

素养。

（二）推动产环优化，赋能劳动对象全面迭代

劳动对象是劳动作用其上的物质，包括产业及

其体系的形成和对自然的作用，是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构成要素之一。因此，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

生产力的培育涉及新质产业和生态环境，通过优化

新质产业结构和改善生态环境，可实现城乡融合的

协调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下面从新质产业和生

态环境两个方面进行细化阐述。

新质产业是指以新兴技术和创新模式为基础，

具有高附加值、高效益和高可持续性的产业。在城

乡融合背景下，培育新质产业是推动城乡经济协调

发展的关键举措。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

进行实践：第一，加强对乡村地区创新创业的政策

支持，鼓励和引导创业者在新质产业领域进行创新

创业。政府可以提供创业资金、税收优惠和技术支

持等方面的支持，为乡村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创业环

境和条件。第二，乡村新质产业集聚发展。通过乡

村产业集聚，形成新质产业的集群效应，提高产业

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加速城乡新质产业融合。通

过在城乡地区建设科技园区、产业园区和创新创业

基地等方式，吸引和集聚新质产业相关企业和机

构，形成产业链条和创新生态系统。第三，技术创

新与研发。加强新质产业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提高

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竞争力。可以通过加大科研

经费投入、建立创新平台和加强产学研合作等方

式，推动新质产业的技术创新和研发。

绿色转型为催生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的抓

手，这需要生态环境提供供给。因此，改善城乡生

态环境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城乡地区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保障和基础条件。在城乡融合背景下，改善

生态环境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实践：第一，保

护与修复城乡生态环境。要加强城乡地区生态环

境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

定性。可以采取在乡村地区设立生态保护区、推行

生态补偿机制和加强环境监测等方式，保护和修复

生态环境，提高生态系统的抗干扰能力。第二，推

动城乡绿色与低碳经济发展。实现城乡绿色发展

和低碳经济的转型，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在

乡村地区推广清洁能源、发展循环经济和推行绿色

生产方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

善。同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培养和践行城乡居

民的绿色生活方式和环保意识。可以通过开展环

保宣传教育、推广绿色出行和倡导节约用水等方

式，引导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

护和建设。第三，发展生态农业，推行城乡生态补

偿机制，实现城乡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

展。可以通过建立生态补偿基金、推广有机农业和

生态农业技术等方式，促进农业的绿色发展和生态

环境的改善。

（三）加快技术创新，赋能劳动资料全面升级

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用以生产和创造的媒介和

手段。在中国城乡融合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涉及物质劳动资料和无形劳动资料。通过加快物

质劳动资料和无形劳动资料的技术创新，可实现城

乡融合的协调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下面从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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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劳动资料和无形劳动资料两个方面进行细化

阐述。

培育物质劳动资料需加快交通物流网络、水利

电力设施以及信息网络基站建设的创新与应用。

第一，协同发展城乡交通路网建设。城乡交通网络

的协同优化是实现区域资源高效流通的关键。现

代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作为城乡间联系的基础性桥

梁，对于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流通发挥着重要作

用。因此，政府部门应着力提高新型生产力水平，

加快建设现代社会的新型路网，尤其是扩展和加密

新型农村交通网络。这不仅涉及公路、铁路的建设

和升级，还包括仓储物流设施的优化，旨在降低物

流成本，提升城乡间产品和服务的流动性，为城乡

资源融合奠定坚实基础。第二，协同发展城乡新型

水利电力设施。加强农村水利和电力基础设施建

设，保障农业灌溉需求和农村生活用电安全，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实现城乡融合

发展。第三，协同发展城乡通信设施建设。通信设

施的均衡建设是推动新时代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的基础条件之一。因此，要推动农村宽带网络和移

动互联网的全面覆盖，为农村地区接入现代信息网

络提供扎实的基础设施，促进信息技术在农村的

广泛应用。这不仅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信息化发

展，还能够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进一步缩小

城乡数字鸿沟，推动城乡经济社会的高质量一体化

进程。

培育无形劳动资料需加快数字化技术、农业生

产技术的创新以及数据管理机制的完善。第一，协

同发展城乡数字技术，推动农村地区数字技术的普

及和应用。如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开展在线教育、

远程医疗等服务，拓宽农村居民的服务获取渠道，

提高生活质量。同时，通过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重塑社会保障制度，缓解城乡社会差距，拓宽数字

金融服务的深度与广度，激发农村家庭的消费活力

（侯冠宇等，2023）。第二，加快农业生产技术创新，

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

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产品质量。鼓励农

村地区的企业和个人参与科技创新活动，通过技术

改造升级传统农业。同时搭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平台，加强科研机构与农村地区的合作，促进农业

科技成果在农村的应用和普及。第三，完善数据管

理机制。一方面，完善城乡数据安全监管制度，维

护区域数据安全。数据安全监管体系的强化是维

护区域数据安全的前提。为了赋能城乡融合发展，

必须依托新质生产力，以确保数据安全的有效监控

和保护。政府部门要利用新型技术手段，加强对数

据的监督管理，确保数据处理过程中的安全性与合

法性。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构建起一个全面的数据

安全防护体系，作为保障数据安全的“屏障”。另一

方面，推动城乡数据的标准化管理，建立和完善城

乡间的数据共享机制。通过制定统一的数据管理

标准和共享策略，可以有效增强城乡间数据的互联

互通性，从而提升数据的利用效率和价值。如长三

角地区的跨区域科学数据中心已形成一套数据标

准化体系，极大地促进了地区内的数据共享与应

用，有效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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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Rural-Urban Integration
in Internal Logic,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Li Yun Kong Weizheng
Abstract：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a key force in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and coordinate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ccelera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a force of change centered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iming at promoting the free flow of
facto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narrowing the development gap, and upgrading the value of labor objects by optimizing the
quality of laborers and the means of labor, so as to achieve an overall improvement in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n the one hand,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an empower the realization of Chin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Chin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an innovate the wa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actice. As for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manifested in the workers, objects and means of labor, so it can be enhanced by acting on the above
three productivity components. Accordingly, we should improve labor inputs to empower workers to develop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new-quality industri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to empower the comprehensive iteration of labor
objects; and acceler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empower the comprehensive upgrading of labor materials, so as to cultivate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reby promoting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Key Words：Urban-Rural Integration；New Quality Productivity；Laborer；Objects of Labor；Means of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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