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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理路

张可乐　齐明明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成都　610059

摘　要：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打通教育、技术、人才这三个堵点是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关键。教育、科技和人才的一体化加速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但仍存在产业发展大而不强，关键技术受制于人，

缺乏人才素质优势，高校基础支撑能力不强等问题。文章遵循经济要依靠科技，科技要依靠人才，人才要靠教育的现实理路，

围绕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三个维度，从剖析全要素生产率出发，具体阐释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科技创

新的重要作用，通过创新人才与发展教育提升新质生产力破解上述关键问题，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助推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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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第一次提出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

化布局，这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一致。其中，以科

学技术现代化为核心，以人为根本，以创新能力现代化为

第一推动力，以教育现代化为基本支持。习总书记在主持

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按照发展新质

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1] 教育、

科技、人才的统筹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

和战略性支柱，这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会产生倍增效应。

1.	理论逻辑：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何要求教育科技人才

相统一

1.1 新质生产力新在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

标志。

新质生产力既是技术新突破、生产要素新配置、产业

新升级，也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三者的优化

组合，其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

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2]。经济增长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增加要素投入量（土地、劳动力、资本），但这些

要素的资源数量有限，如土地稀缺、人口红利消退、资本

投资疲软，所以当可投入的资源要素不足时增长达到极限，

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第二种是提升技术进步率（全要素生产率）。传统经

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由劳动力增加和资本积累两

种要素实现，索洛在 1957 年对美国发展的调查中发现“索

洛残差”。索洛残差统称为技术进步率是由技术进步和人

力资本增加带来的增长。科技与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劳动、

资金的投入，因此技术进步率也称为“全要素生产率”。

1.2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核心在于科学技术。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技术进步，

另一种是通过对生产要素进行再组合，从而达到更好地分

配资源的效率，这两种方式的核心是科技。马克思指出，

作为精神生产力的科技不能孤立生存而必须同三个生产因

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两者结合程度、质量和水平的差异性

是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不同的直接因素。从劳动者角

度看，知识型、技能型和创新型劳动者是与新质生产力相

匹配的。从劳动资料角度看，新型生产力依赖于一系列“高

精尖”设备。从劳动对象角度看，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劳动客体正在向新材料、新能源、数字技术等方向延伸。

全要素生产率偏低是制约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

量发展 [3]。2023 年，我国 GDP 相当于美国的 65.4%。但全

要素生产率仅为美国的 44.2%、韩国的 69.3%。这有悖于我

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4] 研究显示，假如我国的 TFP

在 2035 年达到美国的 60%，那么经济增长将会增加 3 个百

分点。数据表明，效率提高而产生的经济增长空间巨大足

够支持我国今后数十年的发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第一

资源是人才，第一动力是创新；科技的发展依赖于科技的

发展，人力资本的增长依赖于教育的发展。所以，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内在要求教育、科技、人才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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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价值逻辑：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科技创新

重要作用

2.1 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

要载体。

新质生产力重点是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

产业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依

靠产业作为物质基础；产业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具体体

现了社会生产力变化。新质生产力发展就是产业的飞跃，

它把重点放在了培育战略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上。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建立在重大尖端技术突破与发展

需要的基础上，以新兴技术为驱动力，对经济社会全局和

长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其不同之处就在

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程度与水平差异，二者是新型的

产业发展形式，对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主要依托于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的，这些产业代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的方向，是全球创新版图和经济格局变迁中最活跃的

力量。[5] 马克思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生产力

形态，它要求通过高科技来改造和提高各种生产要素，即

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与传统生产力不同的是，

新质生产力有着明显的工业支持，它需要更多地利用新技

术来承载，并且与新兴工业有着密切的联系。

战略性新兴工业和未来产业在全球不断拓展。战略新

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已成为

世界各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在全球共同寻求经

济增长新动能的过程中，所有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体

都在积极布局。美国白宫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于 2024 年

对 18 种技术进行了修订，列出了 18 种重要的和正在出现

的技术；英国发布《科学技术框架》锁定五项未来技术组

合以巩固其科技超级大国地位；欧洲理事会在六个方面促

进工业的战略性价值链的开发。

我国对战略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规划已刻不容缓。

我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和新兴工业的基础。我国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三新”经济比重持续

上升，增速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

等行业的发展势头强劲。然而，我国产业发展仍存在“大

而不强”的问题，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仍处于中低端的位置，

他们很难冲破发达国家和技术壁垒。要想更好地解决这一

难题，必须要加快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进行科技创新。

2.2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科技创新是关键因素。

新质生产力要求突破关键和颠覆性的技术。相对于

传统的技术创新，新兴技术的研究更加侧重于关键性和颠

覆性的技术突破。新的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其核心是生产

力的提升。中国的 GDP 总量已达美国的 76%，但 TFP 仅

为美国的 44.2%、德国的 44.8%、法国的 49.8%、日本的

69.7%、韩国的 69.3%。中国从 2008 年开始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放缓，迫切需要从科技进步和要素再配置等方面提高 

TFP。这不但要靠科技进步，还要靠制度的优化、组织的改

进等无形因素的促进。因此，实现新质生产力增长的关键

在于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技术进步和全要素效率的全

面提升。

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是技术创新。

处于“初创期”、主导技术渐趋成熟的“未来产业”和战

略新兴产业，该阶段的核心技术突破常表现为“创造性毁灭”

特征，即“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亦或其主要技术仍然

具有不断革新改良或取代之潜能。“战略性”指其所依托

的主导技术是前瞻性、突破性的，而支持并推动未来产业

发展的往往是那些具有突破性、颠覆性的前沿技术，因而，

引领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核心技术往往是颠

覆性、前沿性的。

打开新的发展领域，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必须要有

颠覆性的创新。颠覆性技术是一种对传统产业具有破坏性

影响的前沿和革命性技术，它能够创造出新的产品，产生

新的业态，创造出新的模式，从而加速了产业的转型升级，

使其核心竞争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在新的历史时期，科

技创新是一种新的力量。颠覆式技术的突破和大规模应用，

可以有效地进行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促进产业的深层次

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材料、劳动对象及其最佳组

合的飞跃，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高层次的科学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对目前我国产

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近几年来，我们

国家不断加强高层次的科技自立，在颠覆式的创新方面也

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量子技术、人工智能和纳米材料等尖

端技术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优势。比如，比亚迪在短短

20 年内，就实现了从 0-300 万辆的销售，并凭借刀片电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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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平台和 DM-i 超级混合动力平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

我国推动颠覆性创新发展还存在许多短板，关键技术受制

于人的局面还未根本改变，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和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还存在诸多短

板弱项，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已成

为制约科技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则需要创新人才入手。

3.	实践逻辑：如何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

3.1 创新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最活跃因素。

人是最有决定作用、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要实现重

大、破坏性的科技创新，就必须培养一批高水平的创新人

才。新质生产力既是以创新为动力的，又是以人才为动力

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

于人”“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6] 新质生产力是对

传统生产力的升级和跃迁，是以创新为核心的，与传统的

经济增长方式，即生产力发展的道路不同，它是一种高科技、

高效率、高质量的新型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一种

高级生产力质量状况。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因此，“新

质”生产力本质上也是“人”。

我国的人才储备丰富。中国已经发展成世界上最大、

门类最多的国家，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人才保证机制，

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2023 年 12 月，科

技部发布的《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 (2022)》显示，中国拥

有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优势，远超印度，日本，俄罗斯；

中国在国家创新能力方面的综合实力已经从 2012 年的 34

名跃升至全球第十名，成为全球 15 强中惟一一个上榜的国

家。但在整个国家，研发人员的全职工作人数只占全部员

工的 43.9%，远远低于其他国家。“钱学森”问题始终存在，

成为了我们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一大难题。

培养出高质量人才必须向高质量发展。对比一下发展

新的生产力的需求。人口数量优势尚未完全转化为质量优

势，人力资源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一是高水平科研队伍

的人数仍有很大差距；2023 年度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公

布。这是一项由 67 个国家共 6849 名科学家参与的活动。

中国内地人口为 1275，即 17.9%，居全球第 2 位；但是，

这只是美国的 47.7%，远远低于美国 37.5% 的 2669 人。二

是科技人才总量偏低，特别是高科技人才的比例偏低。根

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到 2021 年，全国技能人才总数已超

过 2 亿，高技能人才总数已超过 6000 万，其中，科技人才

在全国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已超过 26%，但与日本 40%、德

国 50% 的比例仍有较大差距。 因此，要想进一步推动高素

质的人才，就必须通过教育来推动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升级。

3.2 通过教育推动劳动力再生产，提高了新的生产力水

平。

第一，人才的培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马克

思在其《剩余价值理论》中提出了“教育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的观点，并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教育是对科学知识进

行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将推动科技进步，从而推动

生产力的发展。高等学校是高层次创新人才“集聚地”、

重大技术突破“策源地”和“主阵地”，是创新型人才培

育的重要载体，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正如怀进鹏所言：“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教育强国，要着力培养高层次的创新人才，这

也是顺应新时代生产力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对人才需求的

一项重要措施。”高校在我国科教兴国战略中具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需要教育与科技，产业与人才相辅相成。

第二，建立符合新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需求的学科和

专业结构体系。学科与专业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根本，也

是实现高质量人才培养的关键。在新的历史阶段，要以“双

一流”建设为指导，根据国家高层次、紧缺人才需求，对

学科和专业进行优化，适时调整研究生的专业结构。要积

极探索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方式，尽早发现并培养具有潜质

的人才，推动教育链与创新链、人才链的紧密结合。通过

打破学科界限，推动学科交叉与跨学科研究，助力培养具

备跨界创新思维的拔尖人才。

建立一套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体系满足新时代的生产需

求。加强学生人工智能核心素养的培养，积极推进人工智

能素养与能力教育，强化项目驱动的学习模式，在有组织

的科研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健全“团队”、

“平台”和“项目”的耦合机制，把“大团队”“大平台”“大

项目”的研究优势转变为“教育资源”。借助学科融合这一“催

化剂”，搭建高层次的学科交叉研究平台，形成跨学科研

究队伍，加强学科间的协同创新，培育一支有国际影响力

的战略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高层次创新团队。

第三，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需要的组织体系。打破组

织壁垒，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完善

人才与产业协同发展的机制，实现以人才带动产业、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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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聚人才。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资源，

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及新型研发机构，建立具有国际水平

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为高层次人才提供创新平台与技

术支持，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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