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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化教育綜合改革方面，《決
定》指出，要分類推進高校改革，超
常布局急需學科專業，加強基礎學
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建設和拔尖
人才培養，着力加強創新能力培養。
完善高校科技創新機制，提高成果轉
化效能。加快構建職普融通、產教融
合的職業教育體系。完善學生實習實
踐制度。引導規範民辦教育發展。

加強企業主導產學研深度融合
針對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問題，

《決定》指出，堅持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
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優化重大
科技創新組織機制，統籌強化關鍵核
心技術攻關，推動科技創新力量、要
素配置、人才隊伍體系化、建制化、
協同化。加強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建
設，完善國家實驗室體系，優化國家
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
領軍企業定位和布局，推進科技創新
央地協同，統籌各類科創平台建設，
鼓勵和規範發展新型研發機構，發揮
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引領作用，加強創
新資源統籌和力量組織，推動科技創
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構建科技安
全風險監測預警和應對體系，加強科
技基礎條件自主保障。健全重大技術
攻關風險分散機制，建立科技保險政
策體系。

改進科技計劃管理，強化基礎研
究領域、交叉前沿領域、重點領域前
瞻性、引領性布局。強化企業科技創
新主體地位，建立培育壯大科技領軍

企業機制，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
度融合，建立企業研發準備金制度，
支持企業主動牽頭或參與國家科技攻
關任務。

《決定》還指出，要實施更加積
極、更加開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
策。加快建設國家戰略人才力量，着
力培養造就戰略科學家、一流科技領
軍人才和創新團隊。強化人才激勵機
制，堅持向用人主體授權、為人才鬆
綁。完善海外引進人才支持保障機
制，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制度
體系。探索建立高技術人才移民制
度。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
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眭紀剛表示，與
二十大報告提出的 「形成支持全面創
新的基礎制度」 相比，《決定》將創
新相關的改革命名為 「構建支持全面
創新體制機制」 。體制機制相對基礎
制度而言，更加具體，對下一步的改
革指導作用更具可操作性。例如，教
育改革提出統籌推進育人方式、辦學
模式、管理體制、保障機制改革，優
化區域教育資源配置；科技改革提到
構建科技安全風險監測預警和應對體
系，完善中央財政科技經費分配和管
理使用機制，健全中央財政科技計劃
執行和專業機構管理體制；人才改革
提到完善青年創新人才發現、選拔、
培養機制，更好保障青年科技人員待
遇，強化人才激勵機制，堅持向用人
主體授權、為人才鬆綁等等，這些都
是針對當前教育科技人才發展過程中
的堵點所提出的改革舉措。

建設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壯大領軍科企
支持企業牽頭國家科技攻關 鼓勵國外理工大學來華合作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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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劉凝哲北京報道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
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全文第四部分 「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
制」 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
撐。必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
略，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健全新型舉國體制，
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決定》提出加強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建設，完善國家實驗室體
系；建立培育壯大科技領軍企業機制；支持企業主動牽頭或參與國家
科技攻關任務；推進高水平教育開放，鼓勵國外高水平理工類大學來
華合作辦學。

支持創新

深化科技體制改革要點

《中共中央
關於進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
定》提出，深化教育綜合改革。完善
高校科技創新機制，提高成果轉化效
能。強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協同。
對此，教育部部長懷進鵬日前表示，
將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效能，打造
高校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加快布
局建設高等研究院，推動高校和企業
「雙向奔赴」 ，促進高校科研成果高
水平創造、高效率轉化，不斷助力發
展新質生產力。

《決定》提出，優化高等教育布
局，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
大學和優勢學科。分類推進高校改
革，建立科技發展、國家戰略需求牽
引的學科設置調整機制和人才培養模
式，超常布局急需學科專業，加強基

礎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建設和
拔尖人才培養，着力加強創新能力培
養。完善高校科技創新機制，提高成
果轉化效能。

當前，上海市教委正在全力推進
高等教育綜合改革，主要任務是面向
前沿和國家社會發展需求，進行高校
學科調整、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轉化
系統性改革和國家大學科技園建設。
上海市教委科學研究處處長范仁華在
接受內地媒體訪問時表示，在本次改
革中，非常強調高校要以系統性思維
推動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不能把科技
成果轉化鏈條上的不同環節割裂來
看、分塊使力。要形成校內技術轉
移、雙創、人事等部門緊密協同工作
機制，從校內的科研體制改革、創新
能力塑造等諸多環節系統推進科技成
果轉移轉化。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

推動校企「雙向奔赴」 提高成果轉化效能
綜合改革

習近平總書記
在關於《決定》

的說明中，總結
了《決定》在內容擺布上的五大特
點，其中第二點就是 「注重構建支持
全面創新體制機制」 ，其位置僅次於
經濟體制改革，直觀凸顯出該項改革
的戰略地位進一步提升。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經濟
和社會發展的首要推動力量，也是綜
合國力與國際地位的基石。回溯歷
史，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
就召開了首屆全國科學大會，改革的
春天與科學的春天同頻共振，極大助
推了現代化建設進程。

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
上，教育、科技、人才仍是基礎性、
戰略性支撐。當前，經濟社會發展面
臨的一系列瓶頸、短板，如產業體系
整體大而不強、全而不精，關鍵核心
技術受制於人狀況沒有根本改變，農
業基礎還不穩固等，說到底，都要依
靠科技創新來解決和彌補。

正是基於這一大邏輯，今次的
《決定》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
「三位一體」 改革，更加注重系統集
成， 「一盤棋」 擘劃頂層設計，提升

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擺脫 「卡脖
子」 困境，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從而
托舉全面深化改革。

從具體舉措看，鋪路搭台、破壁
清障的導向十分鮮明，一面加大支持
力度，一面拆除制約壁壘，營造更寬
鬆更有活力的創新環境。譬如，超常
布局急需學科專業，統籌強化關鍵核
心技術攻關，建立培育壯大科技領軍
企業機制，允許科技人員在科技成果
轉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權，構建
同科技創新相適應的科技金融體制，
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人才交流
通道等措施，都直擊堵點難點，回應
了市場和各界的期待。

同時，《決定》關於教育、科
技、人才改革的部署，貫穿着開放思
維。如，推進高水平教育開放，鼓勵
國外高水平理工類大學來華合作辦
學；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鼓勵在
華設立國際科技組織；探索建立高技
術人才移民制度。海納百川，有容乃
大。科技自立自強絕非閉門造車、閉
關自守。積極借鑒吸收國際先進科技
成果，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這正是改
革應有的大國氣象與襟懷，也是全面
深化改革不可或缺的支撐。

北京觀察
馬浩亮

以三位一體創新托舉改革

專家和分析人
士認為，香港打造

國際人才新高地已取得積極成效，未來
還須長期謀劃、久久為功，持續出台務
實舉措，在引才答卷上書寫新的成就。

靶向施策，實現人才 「進得來」 。
香港在當前廣泛引才措施的基礎上，可
加大人才引進的針對性，做好香港人力
資源市場預測評估，把準本地需求，針
對重點和短板推出新的引才舉措。對於
有國際影響力的頂尖科研人才等特定人

群，要主動出擊、 「三顧茅廬」 ，確保
引才工作取得切實、持續的成效。

完善措施，保障人才 「留得住」 。
要放眼全球引才，更要用心用情留才。
香港可在住房、就業、子女就學、社區
融入等方面完善相關措施，做好人才服
務保障工作，創造舒適的人才發展環
境，鼓勵人才落地生根、貢獻香港，保
障人才既能 「進得來」 ，也能 「留得
住」 。

加大外宣，確保優勢 「唱得響」 。

香港可依託與國際社會聯繫緊密的優
勢，推動各界人士、各方力量共同開展
人才引進政策的海外宣傳工作，講好香
港故事，駁斥各類唱衰、抹黑謠言，為
香港正名，吸引更多海外人才更有信
心、有底氣到港發展。

未來引才路上，相信香港必能以海
納百川的胸懷和千金市骨的決心，不斷
開放引賢納才之門、培育人才發展沃
土，促各路英才齊聚，奏響香港人才高
地建設的新樂章！ 人民日報

香港引才前景廣闊光明
人才高地

《中共中央
關於進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
定》明確，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
機制。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深化外商
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

商務部研究院學位委員會委員、
研究員白明指出，《決定》明確提出
了有序擴大開放的具體措施和領域，
這包括 「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
錄，合理縮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落
實全面取消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
措施，推動電信、互聯網、教育、文
化、醫療等領域有序擴大開放。」 他
指出，中國的制度開放明確對接國際
高標準的經貿規則，外商外資來華投
資是制度性的利好，將持續釋放對外
開放的新紅利。白明建議外商外資關
注中國的自貿試驗區和海南自貿港。

白明認為，香港不僅要做好超級

聯繫人，更要以自身的專業優勢做好
超級增值人，香港不能僅做簡單的
「二傳手」 ，要發揮好專業高端人才

的優勢，提供專業服務，更高水平的
專業服務與開放，可以讓香港更好地
發揮 「走出去」 和 「引進來」 的重要
作用。

研同新業態相適應稅收制度
《決定》提出，健全有利於高質量

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稅收制
度，優化稅制結構。研究同新業態相
適應的稅收制度。全面落實稅收法定
原則，規範稅收優惠政策，完善對重
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支持機制。健全直
接稅體系，完善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
個人所得稅制度，規範經營所得、資
本所得、財產所得稅收政策，實行勞
動性所得統一徵稅。深化稅收徵管改
革。 大公報記者朱燁、凱雷、趙一存

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 利好外商來華
釋放紅利

完善國家實驗室體系

•加強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建設，完
善國家實驗室體系，優化國家科研
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
軍企業定位和布局。

強化企業主體地位

•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建
立培育壯大科技領軍企業機制，加
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建
立企業研發準備金制度，支持企業
主動牽頭或參與國家科技攻關任
務。

完善科技經費分配

•擴大財政科研項目經費 「包乾
制」 範圍，賦予科學家更大技術路
線決定權、更大經費支配權、更大
資源調度權。

深化科技成果轉化

•加快布局建設一批概念驗證、中
試驗證平台，完善首台（套）、首
批次、首版次應用政策，加大政府
採購自主創新產品力度。

資料來源：《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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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高技術人才移民制度

▲觀眾在2024年世界移動通信大會
（上海）了解超導量子計算機及相關
服務。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