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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复合型人才从哪里来 
《光明日报》（2022年 07月 07日 15版） 

 

【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 

进入 20 世纪以来，很多科技上的突破都源自多个学科

之间的交叉点。只有顺应潮流、早作布局，大力培养复合型

创新人才，才能更好地赢得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走好人才

自主培养之路，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要发挥培养基础研

究人才主力军作用，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建设一

批基础学科培养基地，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 

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是一项系统工程，首要任务是用

科学家精神塑造人才的品格，关键是要不断突破区域、产业、

组织边界，推进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跨界合作，一体

化培养人才，还要重视人才国际交流合作，开阔人才视野。 

 

在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中锻造优秀品质 

至诚报国、不忘初心，是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最质朴的价

值观。苦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钱学森、邓稼先、

赵九章、彭桓武等老一辈科学家，起步于国家一穷二白的研

究基础，秉持“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以拳拳赤子心创

造了“两弹一星”伟大奇迹。过往 70余年间，一代代科技工作

者薪火相传，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中国的崭新面貌。 

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必须注重



 2 

科学家精神传承。要依托科学家精神所蕴含的爱国情怀，召

唤起青年建设祖国、服务社会的强烈时代责任感，使得青年

始终能够心系祖国和人民，引导青年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与

理想信念，激励广大青年将个人发展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征程中，自觉担负起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为实现科

技自立自强贡献智慧和力量。 

科学家精神产生于科技领域，但不仅仅是科技领域人才

崇尚和追求的道德准则，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应该大力

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提出“崇尚‘士以弘

道’的价值追求，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对文

化艺术领域提出“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提高学养、

涵养、修养”，对教育界提出“做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

有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这些都是科学家精神

的生动体现。要将科学家精神作为各领域各方面人才共同的

精神引领，教育引导人才树立高远的人生理想，为社会作出

贡献。 

坚持弘扬科学家精神，还要把有利于各类人才发挥作用

的环境营造好，减少体制机制上的束缚，放手使用各类优秀

人才，让广大人才把更多精力集中于本职工作，把才华和能

量充分释放出来，干事创业、奋勇争先。 

 

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历练非凡本领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自主培养新一代高水平复合型人才

的有效路径。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3 

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推进产教融合人才培养

改革，促进产教供需双向对接。产学研协同因其重大需求导

向、多学科交叉、跨界融合、资源优势互补等特点，成为培

养面向行业发展的科技创新复合型人才的有效手段。 

高水平复合型人才从哪里来？归根到底要从科技创新

主战场中涌现出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

平台、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如火如荼，大型科

学装置面向企业高校共享开放，成为高水平复合型人才竞相

奔腾的“赛马场”……产学研深度融合为青年人才成长创造了

无限机会。 

近年来，“企业出题”“产业命题”等各类新形式创新竞赛

活动亮点纷呈，点燃了青年人才跨学科组队、跨领域探索的

热情。在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施过程中，越来越

多大学生参加世界 500强企业跨岗位实训，将科研论文写在

生产一线。 

实践中，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高水平复合型人

才自主培养上已经形成协同培育格局。企业为人才提供灵活

多样的现实应用场景，高校为人才筑牢不同领域的基础知识，

科研机构为人才开展创新活动提供实验设施。将企业契合市

场需求、高校实现学术突破、科研机构发挥区域级“外溢”效

应的优势结合起来，共同培养能够解决行业关键难题、填补

“卡脖子”技术空白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 

加强高水平复合型人才产学研培养，理应乘势而为。要

加强高等院校“双学士学位”“联合学士学位”“辅修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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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模式创新，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建设，拓宽学生交叉学科知识储备。积极探索高校企业联合

建立交叉学科研究院，鼓励企业、高校和社会资本共建联合

实验室，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在深化对外合作交流中拓宽国际视野 

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储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

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采取多种方式开辟人才走出去培养的新

路子，使人才培养渠道多元化，储备更多人才。 

强调自主培养，绝不是“闭门造车”。即便新冠肺炎疫情

蔓延全球、国际形势日趋严峻，国际科技合作仍然是必然趋

势。尤其在当前形势下，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在开放合作中提

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在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

际科技合作战略时，要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持续提升科

技自主创新能力，在一些优势领域打造“长板”，夯实国际合

作基础。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蕴藏在我国人才队伍中的巨大

创新潜能有效释放出来。要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健全

科技人才评价体系，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

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交流，让

各类人才真正站在国际科技进步前沿，让不同思维方式得以

相互碰撞启发。202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合作

项目工作数据显示：中国计划与全球 24 个国家和地区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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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形式在诸多领域开展合作研究。据统计，80%的国内“双一

流”院校拥有中外合作项目，越来越多交叉学科建设拥有国际

国内优质教育资源加持。国际交流合作日趋频繁，“一带一路”

《中国人文与人才中国》国际论坛、中欧人才论坛等线上线

下交流活动为复合型人才培养铺路架桥。合作研究、联合培

养、论坛会商等形式，为人才成长拓宽视野提供国际化新机

遇。 

骐骥千里，非一日之功。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

和创新高地，优化人才政策，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营造有

利于人才成长成才、创新创业的大环境，形成天下英才聚神

州、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全球人才高地。 

 

（作者：王选华、房鸿宇，分别系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

究院执行院长、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