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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营造开放包容的引才用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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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2浦江创新论坛——外国科学家座谈会邀请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15位知名

专家学者，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就中国的人才生态、科研生态展开深入研讨。本期简报

对外国科学家座谈会嘉宾报告进行梳理，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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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五 

全面营造开放包容的引才用才环境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深刻影响国家命运前途，深刻改变

人类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方式，向科技创新要方法、要答案，是应

对全球性问题挑战、推动世界繁荣发展的不二选择。与会嘉宾围绕“基

础研究”、“企业创新”、“科技人才”、“开放合作”和“在华外

籍专家”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一致认为，科学无国界，科技是应对

全球性问题挑战的关键措施，迫切需要世界各国加强科技创新领域的

合作与交流，中国政府应持续加大开放合作、为全球科技人才提供更

多的发展机遇。 

一、提升人才服务质量，打造高品质国际人才生态环境 

一是要注重来华学习及工作的国际人才培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上海激光等离子体研究所研究员维克多·斯克鲁日金指出，中国要

成为全球知识和技术中心，应该着力培养科学人才，建立跨学科和跨

国协作机制，并且开展全球基础研究合作。上海纽约大学教授贺佰恩

建议，吸引世界各地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才来中国大学接

受培训，提升他们的才能。 

二是优化课题申请流程，营造良好科研生态。东华大学副教授纳

伊姆·法拉慈指出，目前国际人才受制于身份证限制，仅能申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等少部分资助项目，为充分释放国际人才研究潜能，激

发其在华工作热情，应进一步探索扩充国际人才经费申请渠道，并进

一步加强其与中国研究人员、高校院所、政府部门和企业机构的联系。

上海科技大学自动化与机器人中心主任康智文指出，受制于语言限制，

外籍人员时常错失申请学术资助和项目资助的机会，如果能够提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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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利的项目申请平台，为外籍人士提供更多资助机会，一方面可以

加强和其他国家的科研合作，另一方面可以使得整个研究环境对于外

籍人员来说有更大的吸引力。 

三是要优化国际人才服务，提升居住体验。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

动机有限责任公司团队负责人戴夫·尼古拉斯·克莱伦巴赫指出，应

进一步完善外籍人士在中国安家落户的条件。2013 年诺贝尔奖化学

奖得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迈克尔·莱维特指出，智能手机极大地

提高了在中国生活的便利度，他建议向所有访华的外籍人员提供一张

手机卡以及关联信用卡的微信和支付宝账户，通过学习扫码支付和带

有英文界面的购物和出行软件，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都能在中国

获得宾至如归的访问体验。 

二、深化人才交流互动，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迈克尔·莱维特指出, 对于管理者和规划者来说，他们通常很难

预测下一个重要发现会出现在哪个领域，所以无需惧怕在基础研究过

程中犯错，杰出的科学家在钻研更艰深的课题上往往更加容易失败。

而基础研究就像买彩票，没人可以预测结果。但买得越多，成功的几

率就越大。 

一是要开展更为广泛深入的互动交流。上海海洋大学教授奥列

格·盖代指出，来自于不同国家、拥有不同专业知识的工程师和科学

家们，在交流过程中往往能碰撞出重要的火花，可以推动研究进一步

发展。李政道研究所李政道学者水野阳介指出，科学创新是在面对面

互动中不经意发生的，如茶会、咖啡时间、跨学科讨论等活动，他建

议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互动，比如和不同的研究所、不同的大学展

开交流。欧洲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图尔多·斯蒂芬·拉

提欧指出，在线会议仍无法取代面对面接触和自由交流想法的优势，



 5 

他建议中国举行更多线下的基础研究国际会议，并制定长期访问计划。

维克多·斯特鲁日金建议，创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具有影响力的新科

学期刊，在基础研究前沿打造充满活力的科学家社区。 

二是要顺应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的趋势。戴夫·尼古拉斯·克莱伦

巴赫指出，不同的视角带来不同的想法，基础研究成功的关键是国际

多学科研究团队的建设，他建议扩大国际人才政策的适用范围，并提

高国际人才招聘的专业性。水野阳介指出，部分基础研究需要大型实

验设备，大科学设施无法在单一一个国家建造，国际多学科研究团队

的通力合作和资源共享至关重要，要想方设法增加与不同群体互动的

机会。图尔多·斯蒂芬·拉提欧指出，在提供资金来鼓励建立跨学科

研究小组的同时，还应大力宣传中国对各层次国际人才的引进，以此

形成良性循环。 

三、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吸引并留住国际青年人才 

一是要营造宽松的来华工作政策环境。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资产

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计葵生指出，世界上

大多数创新人才的年龄都不到 30 岁，中国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在世

界顶尖学府毕业的年轻人身上，给他们提供宽松的工作签证政策，设

立种子基金，鼓励来自不同背景的年轻人组建公司。如果国际人士来

华时仍在 35 岁以下，他们往往会停留很长时间，逐渐融入当地社会

并做出长期贡献。纳伊姆·法拉慈指出，当前世界各地的人都愿意在

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工作，而不愿意前往小城市或欠发达城市。政府

应该为优秀的国际毕业生提供良好的机会和更有竞争力的薪酬方案，

使他们愿意在欠发达城市的高校内任职，从而帮助这些城市实现高校

发展的目标。 

二是要营造开放创新的企业发展环境。中船温特图尔发动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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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有限公司全球工程化中心总经理安度指出，当下无论是在国际还

是国内都面临着低薪雇佣的现实，如中国企业可以从一开始就向其支

付更高的薪酬，消除国际青年人才的生存顾虑，不仅能够吸引到国际

人才，还能使其专注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本土企业还

要变革其管理体系和组织架构，以增强国际青年人才的自驱力，提高

其胆识和责任，并赋予他们更多权利。戴夫·尼古拉斯·克莱伦巴赫

建议，各大企业能够向初创企业进行学习，建立独立的孵化平台。 

 

 

 

整  理：高天昊、王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