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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小康「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

加快建立人才競爭優勢
在北京上海大灣區建高水平人才高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央人才工作會議9月27日至28日在

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

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堅持黨管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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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實施新時代人才強

國戰略，全方位培養、引進、用好人才，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

新高地，為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人才支撐，為2050年全

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打好人才基礎。習近平指出，綜合考慮，可以

在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高水平人才高地。

李克強主持會議。栗戰書、汪洋、趙樂
際、韓正出席會議。王滬寧作總結講

話。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在百年奮鬥歷程

中，我們黨始終重視培養人才、團結人
才、引領人才、成就人才，團結和支持各
方面人才為黨和人民事業建功立業。黨的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作出人才是實現民族
振興、贏得國際競爭主動的戰略資源的重
大判斷，作出全方位培養、引進、使用人才
的重大部署，推動新時代人才工作取得歷史
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黨對人才工作的
領導全面加強，人才隊伍快速壯大，人才效
能持續增強，人才比較優勢穩步增強，我國
已經擁有一支規模宏大、素質優良、結構不
斷優化、作用日益突出的人才隊伍，我國人
才工作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

比任何時期都渴求人才
習近平強調，當前，我國進入了全面建
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
鬥目標進軍的新征程，我們比歷史上任何
時期都更加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宏偉目標，也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渴
求人才。實現我們的奮鬥目標，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強是關鍵。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
是人才競爭。人才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
力的重要指標。國家發展靠人才，民族振
興靠人才。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更加
重視人才自主培養，加快建立人才資源競
爭優勢。
習近平指出，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
心和創新高地，需要進行戰略布局。綜合
考慮，可以在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高水平人才高地，一些高層次人才集
中的中心城市也要着力建設吸引和集聚人
才的平台，開展人才發展體制機制綜合改
革試點，集中國家優質資源重點支持建設
一批國家實驗室和新型研發機構，發起國
際大科學計劃，為人才提供國際一流的創
新平台，加快形成戰略支點和雁陣格局。

做到善待人才包容人才
習近平強調，要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
改革。要根據需要和實際向用人主體充分

授權，發揮用人主體在人才培養、引進、
使用中的積極作用。用人主體要發揮主觀
能動性，增強服務意識和保障能力，建立
有效的自我約束和外部監督機制，確保下
放的權限接得住、用得好。用人單位要切
實履行好主體責任，用不好授權、履責不
到位的要問責。要積極為人才鬆綁，完善
人才管理制度，做到人才為本、信任人
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包容人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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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要建立
健全責任制和軍令狀制度，確保科研項目
取得成效。要深化科研經費管理改革，優
化整合人才計劃，讓人才靜心做學問、搞
研究，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要完善人才
評價體系，加快建立以創新價值、能力、
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形成並實施
有利於科技人才潛心研究和創新的評價體
系。

各級政府抓好任務落實
習近平強調，做好人才工作必須堅持正

確政治方向，不斷加強和改進知識分子工
作，鼓勵人才深懷愛國之心、砥礪報國之
志，主動擔負起時代賦予的使命責任。廣
大人才要繼承和發揚老一輩科學家胸懷祖
國、服務人民的優秀品質，心懷「國之大
者」，為國分憂、為國解難、為國盡責。
要優化人才表彰獎勵制度，加大先進典型
宣傳力度，在全社會推動形成尊重人才的
風尚。
習近平指出，各級黨委（黨組）要完善

黨委統一領導，組織部門牽頭抓總，職能
部門各司其職、密切配合，社會力量廣泛
參與的人才工作格局。各地區各部門要立
足實際、突出重點，解決人才反映強烈的
實際問題。要加大人才發展投入，提高人
才投入效益。各級黨委宣傳部門，各級政
府教育、科技、工信、安全、人社、文
旅、國資、金融、外事等部門，要充分發
揮職能作用，共同抓好人才工作各項任務
落實。
北京市、上海市、廣東省深圳市、教育

部、中國科學院、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
公司、清華大學負責同志作交流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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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679.1億元人民幣，躍
升至2020年的101.6萬億元，經濟總量佔世界經
濟比重超過17%。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幾十美元增至
2020年超過1萬美元。

●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從1978年的171元人民幣增加
到2020年的32,189元人民幣。

●截至2021年6月底，全國基本養老、基本醫療保
險分別覆蓋10.14億人和超過13億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7.7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
中國減貧人口佔同期全球減貧人口70%以上。

●從 1949 年到 2020 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
10.6%提高到63.9%；2016年至2020年約1億
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

●連續15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新辦
28日發布《中國的全面小康》白皮書表示，中國
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
1952年的幾十美元增至2020年超過1萬美元，人
均年可支配收入從1978年的171元人民幣增加到
2020年的32,189元人民幣。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寧
吉喆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十八大以來城鄉、地
區和不同群體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趨於縮小，
「十四五」時期中國將進一步控制和縮小貧富差
距，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

已建成世界最大社會保障網
「隨着國家脫貧攻堅和農業農村改革發展的深
入推進，農村居民收入增速明顯快於城鎮居民，
城鄉居民相對收入差距持續縮小。」寧吉喆引述
數據指，2011年至2020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年均名義增長10.6%，年均增速快於城鎮居

民1.8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收入比自2008年連續
13年下降。與此同時，在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和區
域重大戰略實施作用下，地區收入差距隨地區發
展差距縮小而縮小。
從基尼系數看，寧吉喆引述世界銀行數據指

出，按居民收入計算，近十幾年基尼系數總體呈波
動下降態勢。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在
2008年達到最高點0.491後，2009年至今呈現波動
下降態勢，2020年降至0.468，累計下降0.023。
寧吉喆還說，中國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亦加

快推進，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保障網，幫助
2億多困難群眾改善了住房條件。

新一代勞動力資源正在成長
展望當前及未來，寧吉喆表示，「十四五」時

期將進一步控制和縮小貧富差距，「既要做大蛋
糕，又要分好蛋糕，要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通

過發展經濟、辛勤勞動、擴大就業增加居民收
入。」
談及中國老齡化問題時，寧吉喆提出，雖然中

國人口總量增速有所放緩，總和生育率下降，老
齡化程度加深，但總體上看，人口紅利依然存
在，人才紅利優勢後發，人口健康水平不斷提
升。「隨着人口政策的逐步完善，中國經濟發展
長期向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全面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仍然具備較好的人力資源
保障。」
寧吉喆還指，當前少兒人口數量和比重上升，

新一代勞動力資源正在成長。第七次全國人口普
查數據顯示，0-14歲少兒人口數量比2010年增加
了3,092萬人，比重上升1.35個百分點。今年國
家實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助於促
進出生人口增加，改善人口年齡結構，實現人口
長期均衡發展。

「三步走」目標謀劃
習近平強調，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

地，必須把握戰略主動，做好頂層設計和戰略謀劃。

●到2025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大幅增長，科技創新主

力軍隊伍建設取得重要進展，頂尖科學家集聚水平明顯提

高，人才自主培養能力不斷增強，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擁

有一大批戰略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

●到2030年，適應高質量發展的人才制度體系基本形成，

創新人才自主培養能力顯著提升，對世界優秀人才的吸引

力明顯增強，在主要科技領域有一批領跑者，在新興前沿

交叉領域有一批開拓者。

●到2035年，形成中國在諸多領域人才競爭比較優勢，國

家戰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人才隊伍位居世界前列。

來源：新華社

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樑當主角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央人

才工作會議9月27日至28日在北京召
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
話。習近平指出，要大力培養使用戰略
科學家，堅持實踐標準，在國家重大科
技任務擔綱領銜者中發現具有深厚科學
素養、長期奮戰在科研第一線，視野開
闊，前瞻性判斷力、跨學科理解能力、
大兵團作戰組織領導能力強的科學家。
要堅持長遠眼光，有意識地發現和培養
更多具有戰略科學家潛質的高層次複合
型人才，形成戰略科學家成長梯隊。
習近平強調，要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領

軍人才和創新團隊，發揮國家實驗室、
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
技領軍企業的國家隊作用，圍繞國家重
點領域、重點產業，組織產學研協同攻
關。要優化領軍人才發現機制和項目團

隊遴選機制，對領軍人才實行人才梯隊
配套、科研條件配套、管理機制配套的
特殊政策。要造就規模宏大的青年科技
人才隊伍，把培育國家戰略人才力量的
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支持青
年人才挑大樑、當主角。要培養大批卓
越工程師，努力建設一支愛黨報國、敬
業奉獻、具有突出技術創新能力、善於
解決複雜工程問題的工程師隊伍。要調
動好高校和企業兩個積極性，實現產學
研深度融合。
習近平指出，要下大氣力全方位培

養、引進、用好人才。我國擁有世界上
規模最大的高等教育體系，有各項事業
發展的廣闊舞台，完全能夠源源不斷培
養造就大批優秀人才，完全能夠培養出
大師。我們要有這樣的決心、這樣的自
信。要走好人才自主培養之路，高校特
別是「雙一流」大學要發揮培養基礎研

究人才主力軍作用，全方位謀劃基礎學
科人才培養，建設一批基礎學科培養基
地，培養高水平複合型人才。要制定實
施基礎研究人才專項，長期穩定支持一
批在自然科學領域取得突出成績且具有
明顯創新潛力的青年人才。要培養造就
大批哲學家、社會科學家、文學藝術家
等各方面人才。要加強人才國際交流。
要用好用活各類人才，對待急需緊缺
的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不要求
全責備，不要論資排輩，不要都用一
把尺子衡量，讓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英
雄有用武之地。要建立以信任為基礎
的人才使用機制，允許失敗、寬容失
敗，鼓勵科技領軍人才掛帥出征。要
為各類人才搭建幹事創業的平台，構
建充分體現知識、技術等創新要素價
值的收益分配機制，讓事業激勵人
才，讓人才成就事業。

十八大以來八方面認識深化
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深刻回答

了為什麼建設人才強國、什麼是人才強國、怎樣建
設人才強國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提出了一系列
新理念新戰略新舉措。

●一是堅持黨對人才工作的全面領導。
●二是堅持人才引領發展的戰略地位。
●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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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堅持全方位培養用好人才。
●五是堅持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
●六是堅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七是堅持營造識才愛才敬才用才的環境。
●八是堅持弘揚科學家精神。

來源：新華社

●中央人才工作會議9月27日至28日在北京召開。習近平指出，綜合考慮，可以在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高水平人才高
地。 新華社

●● 55月月1717日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記錄到日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記錄到11,,400400萬億電子萬億電子
伏特伏特（（11..44PeVPeV））的伽馬光子的伽馬光子，，這是人類迄今觀測到的最高能量這是人類迄今觀測到的最高能量
光子光子，，有助於進一步解開宇宙線的奧秘有助於進一步解開宇宙線的奧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