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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业集群研究现状、热点主题及演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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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与载体，揭示国内产业集群的发展脉络与研究现状，

对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方法 / 过程 ] 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中

2000—2023 年间涉及产业集群研究的 6102 篇文献进行文献计量与网络知识图谱分析。[ 结果 / 结论 ] 通过研究发现，国

内产业集群研究在理论体系、研究视角、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同时也存在研究合作不足、地域集中、个案

研究多但普适性弱等问题。未来，需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加强合作交流，采用更多元的研究方法，以适应高质量发展

的新要求，为我国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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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Industrial clusters are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carrier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ealing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research status of domestic industrial clusters,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Methods/Processes] This 

article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to conduct bibliometric and network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on 6102 documents involving 

industrial cluster research in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23. [Results/Conclusions] 

Through research, it has been found that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research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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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ethods of domestic industrial cluster research. However,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research cooperation, 

regional concentration, and a large number of case studies with weak universality.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expand 

research perspectives,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adopt more diverse research methods to adapt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n 

China.

Keywords: Industrial Clusters; Bibliometric Analysis; Research Hotspots; CiteSpace

引言

产业集群是当今世界经济中颇具特色的经

济组织形式，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升产业

竞争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自从迈克尔·波特

1990 年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产

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概念以来，产业

集群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目前，

学术界对产业集群的研究涵盖了多个视角，如

经济地理学派、产业组织理论学派、新制度学

派、创新系统学派、社会网络学派及演化经济

学派等，为产业集群研究提供了多元化的理论

框架。在国际范围内，产业集群研究已经形成

了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涵盖了产业集群的竞

争优势、影响因素、政府政策、协同创新等方

面，代表性理论包括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马歇尔的产业

区理论和斯托波尔的产业集群空间经济学理论。

同时，国外学者在产业集群研究中采用了多种

多样的研究方法，常用的有实证研究、案例分

析、定性或定量研究、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

析、演化博弈论、复杂系统分析、跨学科研究

及实验经济学等方法。现有研究成果有利于明

确产业集群基本内涵、发展模式、运行机制等

问题，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当前，

面对全球化进程加速、新兴技术变革、贸易保

护主义抬头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国际形势的变

化，从应对国际形势变化、适应全球化市场需

求、重塑传统产业、应对贸易壁垒、实现产业

创新发展、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视角来看，

开展产业集群研究对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国外学者在产业集群

方面的多样化研究积累，分析并全面掌握我国

当前的产业集群研究现状对发现国内学者研究

的不足并提出改进措施，为国内产业集群的发

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也至关重要。但是，

目前国内关于产业集群的量化研究较为欠缺，

缺少对于相关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梳理。因此，

本文利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重点分析和梳理

目前国内产业集群研究的总体趋势和研究热点，

以加深对国内产业集群研究领域的认识与把握，

为全面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并利用陈超美

教授开发的 CiteSpace 软件对 2000—2023 年间中

国知网数据库中篇名为“产业集群”的相关学术

论文进行了详尽分析。为确保研究文献的权威性

和质量，研究限定在 CSSCI、CSCD 和核心期刊

三类文献中进行检索，共收集到 6246 篇文献。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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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每篇文献标题的仔细阅读和手动筛选，剔

除了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文献，如人物访谈、领

导发言、会议纪要及评述类文献，最终获得有效

样本 6102 篇，用于本研究的深入分析。

2　基本面分析

2.1　文献量变化态势

发文量及其趋势总体反映一个领域的受关

注程度，并大致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度与发展

程度。依据涉及“产业集群”研究的重点期刊

发文量变化情况（图 1）可以看出，国内对产

业集群的研究始于 21 世纪初，过去 24 年间的

累计发文量达到 6102 篇，平均每年约有 254 篇

相关文献发表。这表明产业集群作为一个研究

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持续的学术关注度。

特别是在 2000—2007 年间，产业集群研究在起

步阶段经历了快速增长，其中 2007 年和 2009

年的发文量达到了峰值。这一时期的高发文量

反映了学术界对该领域的极大兴趣，以及产业

集群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的提升。

然而，自 2010 年起，发文量开始逐年减少，到

2023 年时已经回落到世纪初的水平。这种下降

趋势可能表明，随着研究的深入和领域内知识

的积累，产业集群研究的创新点可能减少，或

者研究兴趣可能已经转移到其他新兴领域，同

时也可能是产业集群发展方面的政策导向或市

场动态变化导致的学术关注度下降。这迫切需

要通过定量分析明确新的研究增长点，为产业

集群研究的转型确定方向。

图 1　历年产业集群研究发文量趋势图

2.2　作者特征分析

通过 CiteSpace 中的作者功能对本文文献

进行分析，生成了作者共现网络（图 2），整

体上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合”的特征。共

现网络中共有 451 个节点和 124 条连线，整

体网络密度为 0.0012，这说明尽管开展产业

集群研究的作者众多，但合作较少，更倾向

于独立研究。这种“大分散，小聚合”的现

象可能反映了该领域的研究仍处于一个较为

分散探索的阶段，或者是因为研究资源和信

CURRENT STATUS, HOT TOPICS AND EVOLUTION PATHS OF CHINA’S
INDUSTRIAL CLUST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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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交流的渠道不够畅通，导致研究者之间缺

乏有效的合作机制。对于促进学术交流和合

作，增强研究合力而言，这是一个值得关注

的现象。未来，通过建立更多的合作平台和

交流机制，有望改善这种状况，推动产业集

群领域的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

图 2　产业集群研究作者共现图谱

另外，根据图 2 同心圆内外层颜色及表

1 可见，在排名前十的作者中，发文时间大

多始于 2006—2010 年。胡汉辉、李二玲至

今仍在该领域活跃，而胡蓓、梅强、高长

元在 2015 年后停止了发文。邝国良、王兆

峰、王发明、何雄浪、肖华茂则更早结束

了发文，这表明近年来在该领域内尚未出

现新的核心作者。总体而言，在“产业集群”

领域持续发文的核心作者较少，核心作者

群体增长缓慢。

2.3　机构特征分析

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产业集群研究的文献

进行机构共现网络分析，生成的机构共现网络

表 1　产业集群研究作者发文量排名

发文量（篇）
首次发文时
间（年）

末次发文时
间（年）

作者

40 2007 2015 胡蓓

25 2009 2022 胡汉辉

22 2006 2010 邝国良

15 2008 2011 王兆峰

15 2010 2015 高长元

15 2010 2016 梅强

12 2009 2013 王发明

11 2006 2009 何雄浪

11 2009 2012 肖华茂

11 2007 2021 李二玲

图（图 3）揭示了产业集群研究领域内的合作

模式。网络包含 389 个节点和 88 条连线，但整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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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网络密度仅为 0.0012，表明国内开展产业

集群研究的机构众多但合作稀疏。依据普赖

斯定律，发文量超过 6 篇的机构被定义为核

心研究机构，共识别出 70 个。据统计，产业

集群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相对聚

集的态势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其中，

发文量最多的三个核心机构（具体到学院）

分别为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中南大学商

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发文量分

别为 79、64 和 42 篇。

图 3　产业集群研究机构共现图谱

另外，共现网络图（图 3）和机构发文

量（表 2）还揭示了机构间合作的地理分布特

征，显示了湖北湖南等中部区域的研究活跃

度，尤其是以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为代表。

同时，江浙地区的研究热度也在上升，近年

来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河海大学商学院

的贡献显著。

综合图表信息，可以看出产业集群研究

在中国呈现出地域集中的特点，且研究力量

分布不均。为推动更广泛的学术合作和交流，

促进知识共享与创新，建议加强跨地域合作

平台的建立。

表 2　产业集群研究机构发文量排名
发文量
（篇）

首次发文时
间（年）

发文机构

79 2002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64 2005 中南大学商学院

42 2007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41 2003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40 2003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36 2004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29 2006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29 2007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26 2005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23 2010 哈尔滨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22 2006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2 2002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20 2006 河海大学商学院

CURRENT STATUS, HOT TOPICS AND EVOLUTION PATHS OF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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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发展路径与演变趋势

3.1　产业集群研究热点识别

关键词是研究者因主旨表达需要而高度凝

练，提供给读者获取信息的重要词汇。关键词

共现反映了不同主题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信息

内容的相关性。而关键词聚类则可以挖掘与主

题高度相关的关键词群体，多用于研究热点的

识别与分析。本文使用 CiteSpace 的关键词功

能生成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4），该图谱中网

络节点数量 483 个，连线 1559 条，整体密度为

0.0134，显示产业集群涉及的相关领域广泛，

关键词较多，但关联强度不大。关键词节点的

大小能反映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在产业集群研

究关键词共现图谱中，按照节点从大到小排序，

核心的关键词主要包括区域经济、竞争力、技

术创新、知识溢出、中小企业、动力机制、创

新网络、社会资本、协同创新、产业链、生命

周期、影响因素、区域品牌等。其中，“区域

经济”“竞争力”“技术创新”“知识溢出”

和“中小企业”等关键词节点较大，表明这些

是产业集群研究中的核心议题。另外，“动力

机制”“创新网络”“产业链”“生命周期”

等关键词不仅体现了理论研究的热点，也反映

了研究者对产业集群实际运作机制的探索。“演

化”“区域品牌”等关键词表明，国内研究者

对产业集群的长期发展、演化路径及品牌建设

有所关注。

图 4　产业集群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在关键词共现基础上，进一步提取关键词

聚类（图 5）。关键词聚类是通过中介中心性结

合研究文献提炼出研究重点，排名前 9 的关键

词聚类分别是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竞争优势、

集群、竞争力、区域经济、社会资本、影响因素

和协同创新。其中，“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竞

争优势”等聚类显示了研究者对产业集群内部

机制、创新过程以及竞争优势来源的深入探讨。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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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协同创新”等聚类表明，研究

者们开始关注社会网络、合作和协同作用在产

业集群发展中的重要性。基于聚类图谱的展示

成果，结合人工识读关键文献把握研究热点，

目前国内学者对产业集群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

在竞争力分析、技术创新探讨和社会资本研究

等多个维度。另外，产业集群竞争力、技术创

新和社会资本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促进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提

升可以促进产业升级，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技

术创新则对产业集群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至关重

要；而社会资本的积累则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运行效率。三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产

业集群的持续发展。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发现

国内学者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图 5　产业集群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3.1.1　竞争力分析

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国

家资源配置和提升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学术界

对产业集群的竞争力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

覆盖了国家、区域和城市等多个层面，应用了

钻石模型、GEM 模型、熵权法（EWM）、层

次因子法（AHP）、结构方程模型（SEM）等

多元模型。在研究内容上，关于产业集群竞争

力分析的国内研究可以归为以下几类：（1）

产业集群竞争力内涵与来源，刘恒江等 [1] 总结

了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内涵主要包含因素、结构

和能力三个方面的观点；魏后凯 [2] 指出集群的

竞争优势来源广泛，如集聚经济效应、灵活专

业化、创新型环境、合作竞争机制以及路径依

赖等；（2）产业集群竞争力内在机理，张辉 [3]

和郑云 [4] 从理论上论证了产业集群通过学习效

用和对域内资源的自组织能力的正面效应，以

及对可能出现“柠檬问题”等经济负外部性和

负面效应的规避方面进行了竞争力机制分析；

（3）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路径，魏后凯 [2] 认

为产业集群可通过提高生产率、刺激企业创新、

促进企业进入和成长、形成区域品牌等方式提

高竞争力；（4）产业集群竞争力网络视角，

吴向鹏 [5] 提出以创新网络为核心的经济网络、

社会网络相融合的综合网络发展是未来产业集

群竞争力网络提升的实现路径；（5）产业集

群竞争力案例分析，朱海就等 [6] 通过分析浙江

和意大利产业集群，总结得出浙江可通过提高

企业网络组织化程度，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

赵祥等 [7] 通过统计 10 个产业的数据，得出浙

江广东分别在传统制造业、资本与技术密集型

制造业具有较高集群竞争力，提出应在产业政策

上重点改善集群网络系统的构成和运行；（6）

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蒋录全等 [8] 构

建了涵盖 12 个因素，97 个观测指标的五层测

评体系；蔡皎洁 [9] 从知识的挖掘方面构建评价

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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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技术创新探讨

技术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更是

提高产业集群国际价值链地位的关键核心。随

着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推进，

国内学者在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方面也进行了

广泛探究。从具体研究内容来看，关于产业集

群技术创新的研究主要围绕机制、扩散、影响

因素和演化路径展开：（1）产业集群技术创

新机制，李相银等 [10] 认为产业集群从空间集聚、

知识交流、文化相似和价值观层面上影响技术

创新；黄坡等 [11] 认为产业集群提供了技术创新

的压力、能力和动力；王琛等 [12] 认为产业集群

通过沟通、选择、学习和搜寻四个机制协同创

新，推动技术创新发展与融合；（2）产业集

群技术创新扩散，邝国良等 [13] 分析了产业集群

与技术扩散的互相促进的自增强关系；邵云飞

等 [14] 使用数据仿真实验得出空间距离阻碍技术

创新的扩散；张秀武等 [15] 通过构建重力模型对

技术创新扩散的空间进行了研究；（3）产业

集群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汤长安 [16] 认为在技

术创新的早期阶段，政府具有非常重要的协助

企业搜寻、选择、传播创新信息等作用；（4）

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演化路径，赵忠华 [17] 提出社

会联系与信息共享对技术创新多种要素具有正

向影响。

3.1.3　社会资本研究

社会资本作为关系资本，与物资资本、人

力资本共同构成企业生产的重要资本形式。

Bourdieu[18] 定义社会资本为“与群体成员相联

系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总和”。自社会资

本概念诞生以来，它受到了国内外经济学、社

会学和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广泛关注。本文通

过梳理文献发现，国内产业集群社会资本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其概念、机理、作用机制和评价

体系等方面。（1）产业集群社会资本概念和

分类。边燕杰等 [19] 定义社会资本为“行动主

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资

源的能力”。（2）产业集群社会资本机理。

卢林等 [20] 认为社会资本通过凝结功能提高交

易效率和推动分工演化，提升人与人之间的信

任，增强集群的稳定性。周乐欣等 [21] 认为产

业集群社会资本通过信任机制、流动机制还有

创新机制产生作用。金丹 [22] 从区域产业集群

形成、集群发展和集群的产业链及创新能力上

进行社会资本对产业集群的机制分析。（3）

产业集群社会资本评价体系。赵国杰等 [23] 使

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构建了社会资本的

评价指标。杨中华等 [24] 通过结构、关系和认

知三个维度构建进行评价。陈礼林等 [25] 通过

目标灰色局势评价法进行评价。（4）产业集

群社会资本实证研究。朱秀梅等 [26] 通过调查

问卷实证研究了长春市 102 家软件企业。颉茂

华等 [27] 通过 168 家企业调查问卷数据构建结

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出社会资本对产业集群竞

争力在直接和间接上均发挥了有效作用。还有

学者通过回归研究得出知识转移对社会资本和

创新绩效具有重要中介效果，提出诸如注重发

展集群的资源共享机制、建立深度合作和知识

转移的激励机制等对策。

3.2　阶段性前沿研究领域分析

关键词突现反映了短期内出现频次极高的

关键词，而关键词突现度可反映某时间段内该

研究领域的影响力程度，可用作前沿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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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通过文献生成前 25 个关键词突现图谱

（图 6），从突现强度来看，协同创新、竞争优势、

影响因素和转型升级是排名前四的关键词，这

些关键词代表了产业集群研究的重要方面，受

到了广泛的关注，是极具影响力的研究前沿热

点；从突现持续时间来看，发展路径、创新绩

效、协同发展和创新网络是排名前四的关键词，

它们在研究领域中影响持续时间最长；从突现

时间序列来看，2010 年及之前的关键词主要集

中在自上而下竞争分析、园区规划、战略分析

等前期的规划和资源落地方面，而 2010 年之后

的关键词主要关注影响因素分析、创新升级等

发展路径的进一步优化，这体现了中国产业集

群由资源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的趋势。最后，

协同发展、创新绩效、发展路径在关键词突现

强度上并不太大，出现的年份较短，但是它们

持续至今，并且突现性是具有连续性的，故此

认为它们有潜力在未来成为研究的前沿热点，

是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图 6　产业集群研究前 25 关键词突现

3.3　研究主题演变和阶段划分

结合图 6 关键词突现图以及图 7 关键词

时区图谱，可以将中国产业集群研究分为三

个阶段。

图 7　产业集群研究关键词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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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为研究摸索期（2000—2006 年）：

21 世纪初期，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资本等要素资源在国际流转速率加快，促进了

产业发展与转型，中国产业集群逐渐摆脱“聚

而不群”的轻关联阶段，逐步向技术主导而非

规模主导发展。此阶段，国内产业集群研究由

1999 年仇保兴《小企业集群》和 2001 年王缉

慈等人的《创新的空间》拉开帷幕，产业集群

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主要探讨产业集群的概

念、政策含义、内在机理、动力机制等内涵，

以及扩展至区域品牌、生命周期、价值链、供

应链、创新体系、产业升级、技术扩散、经济

增长、竞争优势、创新网络、战略、对策等外

延上。案例区域主要集中于早期产业集群优先

发展的浙江省、河南省等省份，以及制造业、

产业园区、中小企业等主体对象。

第二阶段为研究成长期（2007—2016 年）：

随着这一时期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文

化创意产业重点集群大量涌现，产业间的前后

关联加深，产业链不断优化，区域专业化显现，

产业集群逐渐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撑。这一

阶段是产业集群研究的成长与扩张阶段，研究

主题更为丰富，如创新动力、知识溢出、影响

因素、技术创新、转型升级、集群模式、治理

与绩效等方面；研究对象也不再限于产业集群

本身，而扩展至与其相关的其他对象，如体育、

文化、创意、电子信息、物流、金融、汽车、

教育、数字出版、农业生态等产业，研究区域

扩展至长三角、东北、中部、西部、广东、上

海等地区或城市；研究方法也更为多元，如采

用复杂网络、演化博弈、仿真、因子分析等。

第三阶段为高质量深化期（2017 年至今）：

2017 年中国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要求推

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产业集群

增长放缓，更多的是探究技术升级、结构重构

的高质量深化发展。在这一阶段，产业集群资

源整合能力更强，生产和管理技术更先进，高

科技与大数据等前沿技术运用更多。高质量深

化期的产业集群研究紧跟产业发展态势，研究

方法和专题不断深化，主要使用多种视角对现

状加以分析，提出诸如协同、融合发展等解决

方案，加大了对创新网络、创新演化、政策效

应、交易治理以及价值共享等的分析，同时关

注了开发区、一带一路、网络权力、企业价值、

产业协同、乡村振兴、中介效应等主题。

总体而言，学者对产业集群的研究随着实

践的发展不断推进。随着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

时代的到来，面对加快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挑战，国家要摆脱以消耗自

然资源和利用低成本劳动力为特点的外贸加工

导向、依附型集群，转型向创造新知识，生产

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新产品为目标的创新

产业集群发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产

业集群如何让“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

如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集群，值得进

一步研究。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使用 CNKI 数据库中 2000—2023 年

6102 篇以产业集群为篇名的研究样本，并运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信息挖掘和整理。通过研究

发现，国内产业集群研究在理论体系、研究视角、

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同时也存在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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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合作不足、地域集中等问题，具体结论如下：

首先，研究热度总体呈增长趋势，2000—

2007 年间发文量快速增长，之后有回落。这种

下降趋势可能表明，随着研究的深入和领域内

知识的积累，产业集群研究的创新点可能减少，

或者研究兴趣可能已经转移到其他新兴领域，

同时也可能是产业集群发展方面的政策导向或

市场动态变化导致的学术关注度下降。

其次，产业集群学者合作网络的“大分散，

小聚合”现象和研究力量呈现地域集中的特点

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仍处于一个较为分散探索

的阶段，或者是因为研究资源和信息交流的渠

道不够畅通，导致研究者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

机制。未来，可通过建立更多的合作平台和交

流机制来改善这种状况，推动产业集群领域的

研究纵深发展。

最后，从研究热点和演变路径来看，产业

集群的研究热点较为分散，包括区域经济、竞

争力、技术创新、社会资本等；而协同发展、

创新绩效、发展路径逐渐成为未来产业集群学

术研究热点；关键词演化具有明显的产业集群

演化一致性，中国产业集群的研究由资源优势

向创新优势逐渐转变；根据产业集群研究的计

量特征，研究大致分为探索期（2000—2006

年）、成长期（2007—2016 年）和高质量深

化期（2017 年至今）三个阶段。研究对象较

为广泛，个案研究较多，普适性弱，从国内数

字化、高端化产业集群发展规划角度出发的理

论研究有待加强。

通过系统归纳研究热点与演变趋势，未来

应进一步针对现有研究不足拓展研究深度与广

度：

第一，未来需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加强

交流，促进相关研究的跨学科合作。采用更多

元的研究方法，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完善产业集群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结合现实

需求，为我国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第二，应体现产业集群研究的时代价值，

深挖产业集群潜力，结合国家战略，加强对新

兴产业、绿色产业等集群的研究，赋能更为丰

富的发展场景，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

新质生产力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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