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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才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要素

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统计，二战

以后近 150 个国家/地区中，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

国家/地区只有十几个，其中大部分是中东一些产油

国。除了这些资源类型的国家/地区之外，只有早期

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的关键制约因

素是便是科技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经济高

质量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而科技创新无疑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在科技创新领

域，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有意制造贸易、技术、人

才等方面的“系统脱钩”，以制约中国发展。特别是

通过在高科技上“卡脖子”，意图把中国限制在一个

中等技术层面，固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在

这样的情况下，科技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中等收

入陷阱”的核心就是“中等技术陷阱”。如果我们可

以成功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那么将有助于我国早日成为发达经济体，推动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首要要素是人才，人才

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中的核心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

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

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

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针对

人才队伍建设，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

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具体而言，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

战略。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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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

策。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加快建设国

家战略人才力量。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把各

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通过开放吸引国际人才

建设人才强国，最重要的是开放。从经验来看，

一个经济体越开放，越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对比来

看，美国之所以强大在于其开放性，而非美国政治

人物所宣传的“民主和自由”体制。美国有几大开放

系统，包括开放的企业科创系统、开放的科教人才系

统、开放的金融系统。之前美国有开放的政治系统，

有效辅助了其他方面的开放。但是近年来随着美国民

粹主义的崛起，社会盛行反移民情绪，其政治系统开

始走向封闭。从特朗普时代开始，美国便大幅收紧其

移民政策。拜登政府尽管没有像特朗普政府那样明目

张胆地反移民，但也面临移民的政治压力，同时拜登

政府继续对中国的理工科专业留学生作出诸多限制。

纵观中国的历史，我们对开放始终非常重视。李

约瑟在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中国对世

界文明的贡献，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英国近代思想

家培根就认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大发明在

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态都改变了”。实

际上，经验地看，我们可以认为这三大发明改变了西

方的历史，是西方近代史的开端。这三大发明都是中

国文明对世界的贡献。在唐宋时期，中国的科技处于

世界领先的地位。“郑和下西洋”早于欧洲葡萄牙、

西班牙航海之前。郑和的船队，用今天一些美国学者

的话来说，相当于今天美国的航母群。但到了明朝开

始闭关锁国，最终封闭造成了科技的落后。一个例子

便是火药。火药是中国发明的，传入欧洲之后，演变

成为火药学，对欧洲的化学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

用，但火药在中国却一直停留在初级应用阶段。因

此，20 世纪 80 年代经过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得出了

“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结论。习近平总

书记 2011 年 9 月 1 日在中央党校 2011 年秋季学期开学

典礼上的讲话再次强调指出，明朝末年，中国开始落

后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近代更是陷入了列强欺凌、被

动挨打的境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社会统

治者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看不到文艺复兴以来特别

是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拒绝学习国外

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其他先进的东西。封闭必然落后，

落后就要挨打，教训是深刻的。实际上，“封闭必然

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一结论不仅对中国如此，对

所有国家都是适用的。没有一个国家在封闭状态下得

到了发展，尤其是可持续的发展。

另外一个案例就是，为什么苏联没有像美国那样科

技得到发展呢？近代以来，俄罗斯一直在追赶西方科

技，培养了大量的科学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十月

革命之后，苏联就和西方脱离开来，一直没有能够融入

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二战结束之后又开始了长达半个

世纪的冷战，苏联和西方在科技上没有了具有实质性的

关联。苏联是近代以来一个典型的“举国体制”，就是

在不开放状态进行自己创新。苏联的不开放带来了两个

非常负面的影响。① 没有思想市场。科技创新需要一

个有效的思想市场，不同科技思想的交流甚至冲突导向

新思想。没有思想市场，久而久之，科技思想就枯竭

了，创新就难以为继。② 没有科技市场。科研需要大

量的投入，投入最终要从市场获得回报，这样才能实现

可持续发展。但苏联的市场仅仅限于华约组织，尽管苏

联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贸易关系，但大多限于军事设

备的交易。最终，苏联的国民经济难以支撑科研，而在

和美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在开放方面，美国一直秉持所谓的“对等开放”原

则，但在很多关键的领域，美国一直践行单边开放政

策，尤其在人才领域。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对

移民抱积极的态度。一战、二战时期，美国吸引了大量

的欧洲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等，有效促进美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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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国和强国。二战之前，美国的基础科学研究都

来自欧洲，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才开始重视基础科学

研究，更确切地说，是在布什报告《科学：无尽的前

沿》之后。此后，无论是基础科学研究还是应用技术研

究，美国一直占据世界的领导地位。而这个领导地位是

全世界的人才赋能美国的。美国能够成为世界人才市

场、世界人才平台，就是因为它的开放。

必须意识到，在冷战时期，美国是用全世界的人

才，包括从苏联和东欧国家移民到美国的人才来跟苏

联竞争，最后将其打败。今天，我们也面临这样一种

情形，美国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中国到美国去的人

才，来跟中国竞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几百万人

才赴美学习深造，这其中包括很多优秀的科学家、工

程师。尽管近年来这些留美人才中也有很多回国，但

大多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回来，继续留在美国。今天，

美国已经把中国界定为唯一一个“有能力、有意志在

全球范围内和美国竞争的国家”。对于越来越激烈的

人才竞争，如果在国际人才市场上不能跟美国分一杯

羹，将会对中国带来很大的竞争挑战。

美国为什么能够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最近，笔者

提出一个概念，即“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

美国拥有多个这样的平台，且它们并不只属于美国，

而是属于世界人才，包括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波

士顿湾区。在这些地方，不管美国国内的政治社会怎

么变化，世界上优质资本、高端技术和人才都拼命向

此聚集——来了不想离开，也离开不了，因为这些平

台为人才提供了发挥其潜能的优越条件。这些汇聚全

球科技创新人才的平台，其作用从来没有缺失过。简

单地说，这些“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是美

国吸引国际人才的重要抓手。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

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笔者认为，通过建设世界重要人

才中心来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必须同时拥有三大要

素：① 必须拥有一大批具有基础科研能力的大学和研

究机构；② 需要一大批把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成应

用技术的企业或者机构；③ 必须具有支撑科技创新和

成果转化的金融机构。

美国的金融体系中有很多风投机构，这是中国目

前相对缺失的一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很难出现像美

国那样的风投，因此笔者也一直在建议，我国需要建

立双金融中心。目前，以上海为代表的金融中心，是

为我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稳定服务的。在此基础之

上，能不能通过协同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通过大湾

区的融合发展，以香港为中心，构建出像华尔街那样

的金融体系，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风投体系，与华尔

街相竞争。目前国内对于科技创新的资本支持，大部

分是来自政府财政和国企，来自市场和民间其他体系

的空间还很大。因此，在进行科技体制改革的同时，

相应的金融体制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在培养更多本土人才的同时，如何吸收更

多优秀的国际人才，也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科技

创新人才是国际性的，在美国的旧金山湾区、纽约

湾区，来自国外的人口比例达到 40%；在日本的东京

湾区，来自国外的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美国

的硅谷，来自国外的人口更是占了 60%，硅谷 2/3 的

“独角兽”企业是移民到美国的外国人创立的。那

么，中国能不能推行相关的技术移民政策，来引进优

秀的国际科技人才呢？如果因为各种原因吸收欧美的

科学家和技术人才存在困难，那么是否可以大力吸引

来自其他国家，如印度、原苏联加盟国、东欧国家的

人才呢？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比这些国家高，

吸引这些地区的人才是有可行性的。这方面，新加坡

的国际人才录用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新加坡就是靠人

才立国，它的技术移民政策非常成功。

总之，为了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科技体制改革非常必要。人才体制改革是

当务之急。要继续强调开放，只有通过继续的改革开

放，才能通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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