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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

用新型举国体制解发展难题
本报记者 沈 慧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陈锐：

拓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新思路
本报记者 袁 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唐华俊：

加快实现按需精准引才育才
本报记者 常 理

体制优势

合作共赢

企业创新

人才培养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如何才能进一

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专家表示，一方面要发挥新型举国体

制优势，加快解决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为各行

各业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另一方面，要为企业创新提供强大支

撑，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同时，还要加大国际科技交流力

度，推动中国融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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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复杂多变的

国内外经济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抓住了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根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张兆安

认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就要加快

推进企业创新。

推进科技创新事业发展，充分发挥

企业创新主体作用至关重要。对此，张

兆安表示，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

营造好良好的有利于企业创新的体制机

制。“只有把企业创新的体制机制构建

好、完善好，才能从制度层面上为企业创

新提供强大的支撑。”

如何建立有利于企业创新的体制机

制？张兆安认为，应从点、线、面三个维

度突破。

从面上来讲，要为我国企业创新活

动制定相对应的激励政策，鼓励企业开

展一系列创新活动。政策应该以激发企

业创新积极性为主，包括财政、税收、人

才等多方面优惠政策。

从线上来说，要进一步推动政产学

研用相结合，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

融合，尤其是要为企业研发活动提供强

大的科技支撑。

从点上来看，要针对不同产业、不同

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及不同规模的企

业，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企业创新政策和

措施。因为不同企业面临的创新条件和

基础不完全一样。例如，部分中小企业

有创新动力，但缺乏创新基础和条件；一

些国有企业，具有创新基础和条件，但又

缺乏创新动力。这就要求我们在政策制

定时更加灵活务实，更有针对性。

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是

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的非常重要的举

措。张兆安认为，当前，我国积极推动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必然包括要推动高新

技术企业的发展。要实现这个目标，就

要充分发挥领军企业创新活动在产业发

展中的带动作用。“通过一些领军企业或

者头部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可以使领

军企业带动更多企业一起推进我国的创

新活动。”张兆安说。

领军企业之外的中小企业，也是创

新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张兆安表示，要

推动所有中小企业积极开展创新活动，

除了政策激励外，榜样的力量也非常重

要。可以通过培育一些科技小巨人企

业，来推动我国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张兆安：

让企业想创新敢创新能创新
本报记者 佘惠敏

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如何营造有利于人才发展的制度和

政策环境，培养造就一支具有国际水平

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

技人才和创新团队？对此，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唐华俊认为，

要纵深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破

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

障碍，不断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为各行各

业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唐华俊建议，要根据创新链、产业链

布局研判人才需求，实现按需精准引才、

育才。一方面，要定期开展科技创新发

展和人才需求分析，盘点人才存量和缺

口。同时，健全完善人才发现机制，精准

掌握拟引进和培养名单，避免工作的盲

目性。另一方面，根据人才成长规律研

判政策需求，实现按需高效培才、用才。

要遵循科研和人才成长规律，准确把握

各类人才、不同成长阶段的政策需求，列

出“菜单式”培养措施，实现人才精准培

养和科技资源高效配置。

人才的评价机制至关重要，不同岗

位的人才由于工作性质、特点各有不同，

所展现出的成果也不尽相同。如果采用

单一评价体系，很可能不利于人才成

长。对此，唐华俊建议，应根据学科方向

和研究领域的不同分别制定评价标准。

比如，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应着重

评价提出和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原

创性科技创新能力，着重评价研究成果

科学价值、学术水平和影响力；对于从事

应用研究的人员，应重点评价对前沿技

术、共性关键技术、产业瓶颈技术的创新

能力，以及在重大新产品创制方面取得

的创新成果；对从事软科学研究的人员，

应重点评价对国家农业发展提出战略规

划、政策建议、标准规范等方面的能力。

“还要营造事业育人的环境，把优秀

科技人才凝聚培养与重大科研布局、重

大科技任务、重大创新平台建设有机结

合起来，为人才成长搭平台、给机会。同

时，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人才，特别是

青年人才，要让他们领衔、承担重大科研

项目，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工作环

境。”唐华俊说。

此外，唐华俊还表示，要大力弘扬爱

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新时代

科学家精神，广泛宣传科技工作者勇于

探索、献身科学的生动事迹，弘扬严谨治

学、注重诚信、勇担责任等优良学风，加

大对学术不端等行为的查处力度。

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是强化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途径。面对国

际局势的日益演变和国际科技竞争的

加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思路如何转

变？途径如何创新？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

任陈锐表示，当前政府间科技合作机制

不断完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

际科技合作关系正在形成。民间创新

资源开放流动日益顺畅，面向全球创新

资源的多元创新主体发展空间逐步拓

宽。但是，我国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机制

还存在不少短板，如中国科技界特别是

中国科技社团在全球创新治理中的角

色和地位尚有待进一步强化。

陈锐认为，要提升中国科技界在全

球创新治理中的角色和地位，应支持我

国科学家担任重要国际组织领导职务，

推动更广泛、更高水平地参与国际组织

决策和管理。还应当积极发挥科技社

团在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打造“民间科技外交的主道场”“世界科

学思想的引力场”“全球创新策源的梦

工场”。

如何通过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提升技术创新价值体系？陈锐表示，要

充分用好国际国内资源，围绕前沿技

术、颠覆性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

共性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推动建立一

批创新协同联盟、跨学科联合体、跨产

业联合体、跨学会联合体。围绕技术成

果转化，构建创新链，对接资本链，开展

示范应用和引导，参与国际合作，抱团

出海。

近年来，中国科技界在国际科技交

流合作中不仅加快“走出去”，也正加速

“引进来”。在陈锐看来，要通过“引进

来”进一步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应

鼓励在华发起国际组织，吸引国际组织

总部及秘书处来华落户。通过发展和

建立海智工作基地，在条件成熟的城市

建立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同

时，要推动建立科学传播领域全球性、

综合性、高层次的交流合作机制，推动

搭建全球科学文化传播平台、建立全球

传播数字网络。探索推动海外合作设

立非实体性科学中心，开展科技创新项

目合作研究。

科技界的精神联系对提升国际科

技交流合作质量也至关重要。“除了机

制建设，还应筑牢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

的共同思想根基，增强海内外知华爱华

亲华人士的事业成就感、精神获得感、

组织归属感、思想认同感，提升海外科

技工作者的凝聚力，促进世界了解中

国，推动中国融入世界。”陈锐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充分

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

作用，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什

么是举国体制？“在科技创新领域，举

国体制就是运用国家力量集中资源，

去解决国家特定领域的重大问题。”清

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说，中国

从 1949 年以后，在运用举国体制方面

开展了丰富的实践，其中，“两弹一星”

就是一个利用举国体制解决相关问题

的代表。

不过，有别于计划经济下的举国体

制，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巨

大变化。薛澜认为今天所讲的新型举

国体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与传统的举国体

制有所不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利用

传统举国体制干大事是在计划经济条

件下开展的，比较强调精神力量和个人

奉献。但今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

展，同时市场多元化主体有着各自不同

的利益，不能像计划经济时期一样可以

随时调动。因此，新型举国体制在强调

奉献精神的同时，还要努力提供相关激

励条件。

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科技创新政

策中的一类重要政策工具。“像登月工

程、北斗计划这样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

重大工程，需要运用新型举国体制。”薛

澜举例说。

薛澜向记者讲述了上世纪 80 年

代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国家计划的实

践：彼时，日本凭借低价、高质量，在国

际半导体市场份额不断增加，严重威胁

美国地位。1987 年，美国国防科学委

员会和半导体协会共同牵头成立“美国

半导体制造技术联合体”。作为政府和

产业界合作的典范，美国半导体制造技

术联合体每年 2 亿美元的研发经费由

成立时的 11 家公司和美国国防部平

摊。“现在，我们遇到的一些‘卡脖子’技

术难题，可以借鉴过去的经验，也可以

探讨如何以创新的办法来发挥新型举

国体制的优势。”薛澜说。

具体到全社会关注的芯片掣肘

问题，薛澜表示，芯片行业已经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芯片设计到芯

片制造再到芯片封装，芯片全球产业

链 已 经 变 成 了 复 杂 的 全 球 产 业 生

态 ——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成百上千

家公司通过市场竞争和合作，形成了

一个分工精细的产业网络，没有哪个

国家能够在这个产业价值链中完全

自给自足。“如果我们希望想实现芯

片产业特定技术领域的突破，新型举

国体制可能很有帮助。但要想形成

完整的产业生态还需要很长时间的

努力。”薛澜说。

图① 在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智能机器人在福建省首家5G智慧陶瓷工

厂——九牧永春智慧制造产业园区 101＃智慧工厂生产洁具（2021 年 1 月 13

日摄）。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图② 1月 21日，在江西炬煌磁电科技有限公司高性能硅钢片加工车间，

工人正检查产品质量。 凌厚祥摄（中经视觉）

图③ 这是 2020 年 12 月 1 日在天津云圣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拍摄的

“虎鲸”工业无人机。 赵子硕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