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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质生产力作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的新型生产力形态，正深刻重构传统产业体系。计量作为基础性

技术支撑，亟需通过新质生产力的赋能实现转型升级。本文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出发，结合技术融合、

数据驱动、产业协同等视角，系统分析传统计量在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中的创新路径，提出“技术革新

–数据赋能–产业协同–制度适配”的闭环发展模式，为计量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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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system. As a foundational technological support, metrology urgently needs to achiev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rough the empower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ombines perspectives such as technologi-
cal integration, data-driven approaches, and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nnovative paths of traditional metrology in the transformation towards intelligence and g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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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proposes a closed-loop development model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data empowerment—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
erence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met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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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1]。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

力”[2]。在 2025 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3]中，“新质生产力”再度成为核心议题。报告明确提

出“以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标志着这一概念从战略构想加速迈向全面落地。 
新质生产力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内

涵特征可以概括为“33131”框架[4]即——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三

大动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三大要素”以创新为“一个主导”，具有高科

技、高效能、高质量“三大特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一个核心标志”。 
新质生产力是以数据、智能、绿色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型生产力形态，其本质在于通过技术创新重构

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实现生产效率与质量的跃升。在计量领域，新质生产力体现为：首先，智能化测量

系统(如量子传感、工业物联网)突破传统计量精度边界，实现纳米级动态监测；其次，大数据计量技术通

过多源数据融合分析，构建预测性计量模型，推动质量管控从“事后验证”转向“过程预判”；再次，区

块链技术赋能计量数据确权与溯源，形成可信计量价值链。当前计量实践正从单一量值传递向“测量–

分析–决策”全链条服务转型，通过构建数字孪生计量体系，支撑智能制造、碳计量等新兴领域，这正

是新质生产力在测量科学中的具象化表达。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质态跃迁”为计量行业提供破局工具：

物联网实现设备互联，区块链构建信任机制，机器学习挖掘数据价值。本文将从技术融合、数据赋能、

模式创新三个维度展开研究。 

2. 新质生产力赋能计量的创新路径 

(一) 技术融合：突破计量核心技术壁垒 
技术融合是突破计量核心技术壁垒的核心驱动力，需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的技术协同创新，结合政

策引导与产业需求，构建“技术研发–数据驱动–产业应用–制度保障”的闭环体系。将量子技术、人

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兴技术与传统计量方法深度结合，提升测量精度与智能化水平；通过工业互联网

平台整合计量数据资源，形成动态校准与优化闭环，释放数据价值；围绕重点产业建立计量测试中心，

推动技术研发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以国家政策为支撑，完善计量技术规范与激励机制，加速技术成果

转化。 
上海理工大学的“超高精度大口径绝对面形光学标准计量关键技术及仪器”荣获科技进步一等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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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原子钟校准原理，结合大口径光学系统设计，解决了传统光学测量中的环境扰动问题，测量重复精

度提升十倍。图 1 是上海理工大学开发的数字化激光干涉仪，开发大口径绝对面形自校准算法，结合深

度学习对光学像差进行动态校正，使测量精度达到 λ/120 (λ = 632.8 nm)，比国家标准提升六倍。这一革新

性项目标志着我国在光学计量领域的重大突破，该技术已应用于国家级科研工程和高端工业检测，如大

科学装置的光学元件校准，直接经济效益超亿元，并参与国际比对验证，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Figure 1. Digital laser interferometer [5] 
图 1. 数字化激光干涉仪[5] 

 
(二) 数据驱动：构建计量数字化生态 
构建计量数字化生态的核心在于通过数据要素的整合、分析与应用，打破传统计量服务模式中的信

息孤岛，实现全流程的智能化、协同化和价值化。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6]正式出台，首次明确将“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纳入政策框架，聚焦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提升，提出单产增效、科技攻关、政策扶持等系统性方案。与此同时，数字化种植、生猪产业大脑等新业

态加速落地，技术与农业的深度协同成为行业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例如，养殖户借助平台可实时监测圈

舍环境，人均管理猪只数量从 1000 头提升至 3000 头，成本下降约 30%。政策与技术的双重赋能，正推

动农业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深圳前海鹏峰农业在甘蔗种植中引入“农田车间化”理念，

通过智能装备全流程管理，降低劳动力依赖并实现标准化产出。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数据要素的深度应

用：多光谱数据与传感器信息实时上传，驱动测产模型迭代，为种植户提供动态决策支持。技术红利下，

我国食糖年产量有望逐步填补 400 万~500 万吨的供需缺口。 
通过以上路径与案例可见，数据驱动的计量数字化生态需以技术融合为基础、数据应用为核心、产

业协同为纽带、制度保障为支撑，最终实现从“单一检测”到“全链赋能”的转型升级。 
(三) 产业协同：打造“计量–产业”一体化链条 
围绕重点产业(如高端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建立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提供“全溯源链、全产业

链、全寿命周期”的计量服务。例如，湖南省聚焦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优势产业，建立产业计量测试

中心，为制造业提供全链条技术支撑[7]。从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到质量检测，提供覆盖产业链的计量支

持；吉林省计量院为“吉林一号”卫星研发提供多维度计量服务[8]，解决噪声环境模拟试验等关键检测

难题 3。通过区域计量一体化机制(如长三角地区)打破行政壁垒，实现标准互认、数据互通。长三角计划

到 2025 年共建 50 个以上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形成统一开放的计量服务市场[9]。聚焦碳计量与新能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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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建立氢能、碳足迹等专项计量平台。吉林省成立省碳计量中心[10]，建成东北首个氢气纯度检测实验

室，助力氢能产业链发展。 
针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计量需求，建立国家级或省级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提供“前瞻性 + 定制化”

服务。产业协同的核心在于以需求为导向、以技术为纽带、以政策为保障，实现计量与产业的深度耦合。

通过建设产业计量中心、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强化区域协同与绿色转型，传统计量将升级为驱动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四) 制度适配：完善创新保障机制 
完善创新保障机制，首先制定好政策引导与标准，国家层面通过《计量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优秀案

例征集》[11]等政策，总结一批计量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典型案例，推广一批适用不同场景和助力高质

量发展的经验做法，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计量测试服务成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计量促进新质

生产力发展”优秀案例征集活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计量技术服务。 
其次，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构建“企业出题、科研答题”的联合攻关机制。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推

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机制，其核心在于整合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资源，形成“需

求导向—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的闭环体系。如中国企业联合会联合高校开展数智化转型研究，形成智

慧企业建设案例库[12] [13]，加速技术成果转化。 

3. 结论与展望 

新质生产力为传统计量提供了技术跃迁与模式创新的双重机遇。未来需重点推进三方面工作： 
强化基础研究：加大量子计量、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投入，突破核心器件依赖； 
深化数据应用：构建全国统一的计量数据共享平台，释放要素乘数效应； 
完善制度保障：建立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标准体系与激励机制，推动计量服务向高端化、全球化升级。 
通过多维创新路径的协同，传统计量有望从“量值守护者”转型为“产业赋能者”，为中国式现代

化提供坚实的技术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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