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页 共 2页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3月/16日/第 001版 

 

高质量培养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才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中心  游霭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

新人才”。拔尖创新人才是新知识的创造者、新领域的开拓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是引领科技创

新与产业发展方向的关键力量，是人才资源中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对于提升全球竞争力、把

握未来发展机遇以及增强国家发展安全性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只有长期而稳定地拥有大

批拔尖创新人才，才能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亟须高度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努力造就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

新型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人才支撑。 

    增强忧患意识，走实自主培养之路。立足本国培养，实现人才供给自主可控，是关乎国家和

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当今世界的人才竞争首先是人才培养的竞争，要想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引才”重要，“育才”更重要。拔尖创新人才作为支撑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人

才力量，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能靠自主培养。进入 21 世纪以来，为应对全球竞

争，世界主要国家陆续出台了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走人才自主培养之

路，深入实施“中学生英才计划”“强基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计划”，为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提供了良好环境，相信我们完全可以造就一大批拔尖创新

人才。 

    坚定政治导向，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要把牢“立德树人”这一根本，坚

持“四个面向”，努力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思考和把握育人的政治使命，扎根中国的现实土壤。

要重视对“两弹一星”精神、科学家精神的培养，增强人才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使命感，引导人

才将个人天赋与兴趣汇聚到国家经济社会重大需求的特定学科领域，并形成自觉而稳定的学术志

趣。 

    坚持系统协同，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以天赋和才能为前提，需要

教育各个阶段协同完成的特殊的高水平培养过程。应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思维，推动教

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统筹实施以及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部署深度融合、一体推进。充分

发挥我国制度、教育、产业和市场优势，构建小中高贯通、科教一体、政校企社共育共享的中国

特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一是高校应承担起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主力军作用，遵循人才

禀赋与成长规律，创设充分考虑学生个人兴趣与动机的科学合理的发现和选拔机制，加强与中学

的衔接，早发现早培养；探索“一人一策”精准个性化培养机制，重视对科学素养、创新能力、

人文素养的培养教育。二是完善科教融合育人机制，依托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加强对拔尖创新人才的系统科研培养和训练；创新产教融合育人机制，

鼓励高校与企业、科研机构、地方以及高校之间的合作。通过在企业设立工作站、校企共建研发

中心、校地共建产教联合培养基地，以及课程互选学分互认、资源共建共享、教师互聘授课、重

大科研项目协同攻关等方式，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完善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发挥企业在产学研

深度融合中“出题者”的作用。围绕行业、产业发展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难题，构建

高校、科研机构、实验室等多方协同发力的创新联合体，建立“研发基地—孵化器—加速器—产

业园”科研成果转化链，组建类型丰富的前沿基础创新平台、技术创新中心、实验室，为拔尖创

新人才成长和创新成果转化提供平台。 



 

第 2页 共 2页 

    用好全球资源，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新模式。新时代的拔尖创新人才是具有全球意识、国际

视野、紧跟世界科技前沿的人才。“请进来”“走出去”并举，加强国际化培养是提高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一是实施“拔尖创新国际化人才培养计划”，加大国外优质师资引进力

度，建设国际化师资队伍，探索完善“国内导师+国外导师”的双导师制教育。二是引进全球优

质教学资源，建立适应国际化需求的课程体系。鼓励高校与境外高校开展拔尖人才合作培养，共

建共享课程，搭建“虚拟课堂”，线上线下一体推进人才国际化培养。三是支持高校设立海外教

研基地、海外实践交流基地，搭建科研合作平台，组织拔尖人才赴境外研修，推动基地建设、科

研合作与人才培养有效联动。四是设立专项经费支持拔尖人才参加国际高水平专业竞赛、学术会

议、科研项目，引导拔尖人才跟踪最前沿的学科动态。依托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拓宽国际交流渠

道，促进拔尖创新人才国际流动。 

    改革体制机制，营造人才成长发展环境。探索与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相匹配的科学合理的

发现、选拔、一体化培养机制，赋予高校充分的人才选拔与培养自主权。一是加大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投入力度，提高“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强基计划”

等培养计划的生均拨款，并赋予经费使用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二是优化人才培育工程，加大稳定

性支持力度，支持一批具有明显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完善“揭榜挂帅”“赛马”“军令状”等制

度，围绕国家重点领域、重点产业，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重点任务中发现培育拔尖创新人才。

三是创新税收政策，引导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构建人才培养多元化投入

机制。加大创新创业平台建设，丰富引育拔尖创新人才载体。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和评价体系，营

造引导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良好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