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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电池面

临一个难题：如何在安全前提下最大限

度提升能量密度？比亚迪的工程师团

队花3年时间，开发出“刀片电池”，获得

市场认可。

“我们的资产是什么，我认为最大

的资产就是工程师团队。”比亚迪董事

长王传福的感慨，点明了企业核心优

势，也印证了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背后

的关键支撑。“中国正从‘工程师红利’

中收获巨大回报。”有外媒如此评价。

以工程师为代表的高素质劳动者，

是中国创新得以持续“上新”的重要因素

之一。数据显示，2000年至2020年间，

中国工程师总量从约520万人增长至约

1770万人。每年，大批高校理工科毕业

生走出校门，投身工程技术创新一线。

高素质人才托举高质量发展。今

天，从“嫦娥”“北斗”“天和”等大国重

器，到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产业前

沿，再到智能家电、电子设备等日常领

域……点滴创新，离不开工程师的智慧

汗水。向高处攀，能攻克“卡脖子”技

术；往深里钻，能改进工艺、降低成本。

这，就是中国工程师的硬实力，也是中

国制造的核心优势所在。

成就自身，造福世界。中国的“工

程师红利”具有显著溢出效应。

在阿联酋，中国工程师团队克服供

应链紧张等困难，确保世界最大单体太

阳能电站艾尔达芙拉 PV2 电站如期完

工，令当地人赞叹；在拉丁美洲，中国工

程师一干就是10多年，帮助项目所在国

建起一条条公路、一座座港口，赢得口

碑；在南非，中国企业建起海外技师工

作室，老师傅教会“洋徒弟”，写下“授人

以渔”的佳话……遍及海外的中国工程

师，专业、高效、勤奋、友善，成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金色名片。

中国为什么能够培育出优质且庞

大的工程师群体？

坚持面向应用，面向生产一线，注

重产学研结合，培育兼具理论知识和实

操能力的工科人才——这是教育的有

力支撑。

以国之名褒奖卓越工程师，不断提

高工程师社会地位，大力弘扬工匠精

神，引导更多孩子树立工程师梦想——

这是社会氛围与文化土壤的长期滋养。

健全科技评价体系，完善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推进“揭榜挂帅”、松绑减负

等举措——这是改革的强效赋能。

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消

费市场广阔，用户数据庞大——这是超

大规模经济体的有力托举。

有日益健全的生态，就能成就更多

优秀的工程师。中国实践充分证明，制

造业的壮大、创新成果的丰收，非一日

可得，非一举能成。久久为功，扎实为

科技人才、高素质劳动者营造良好成长

环境、提供干事创业舞台，才能更好激

发创新活力、释放创造潜能。

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创新

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必须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

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强化教育对

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形成

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

局面。”

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深入发展，我们渴望更多“从 0 到 1”的

原创式创新，也珍视“从1到N”的集成

式创新、应用式创新。生成式人工智能

一日千里，如何更好融入生产生活？合

成生物技术前景可期，如何实现产业化

落地？低空经济方兴未艾，如何在产业

协同、规则适配中真正起飞？更好凝聚

包括工程师在内的高素质劳动者的智

慧和力量，深入挖掘我国人口红利中的

人才红利，才能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把我国善于转化、长于应

用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不少困

难，但我国经济优势多、韧性强、潜能

大，发展前景长期看好。包括“工程师

红利”在内的硬核优势，就是我们的底

气和韧性所在。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

事，知难而进、愈战愈勇，新时代中国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04月18

日 第09版）

充分释放“工程师红利”
□ 彭飞

向高处攀，能攻克“卡

脖子”技术；往深里钻，能

改进工艺、降低成本。这，

就是中国工程师的硬实

力，也是中国制造的核心

优势所在

更好凝聚包括工程师

在内的高素质劳动者的智

慧和力量，深入挖掘我国

人口红利中的人才红利

（上接第8版）做优增量的判断标准可以

从三个方面来把握：在方向上主要看能

否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在供给端主要

看是否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相适

应，在需求端主要看是否有助于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把

握好这三个方面，才能真正实现在做优

增量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中推动效率变革。以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

的新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经济学意义

上看就是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数字

化、绿色化等趋势，都是以效率为导向

的变革。比如，我国光伏和风电行业

的发展是技术进步推动效率提升、成

本下降并实现大规模应用的典型案

例。光伏行业从早期的硅基电池到现

在的多元化合物、薄膜电池等，光电转

换效率大幅提高；风电机组单机容量

从早期的小型机组发展到现在的10兆

瓦以上，极大提升了风能利用效率。

这也是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和风

电市场，以及最大的光伏组件和风电

装备出口国的重要原因。我们要努力

站在世界科技发展前沿，遵循科技创

新基本规律，高效集聚全球创新要素，

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

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

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

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加强科

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持

续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推动效

率变革。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

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

核心标志，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做优增

量，就是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生产要素的供给

及其配置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不

断提高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增量

要素投入标准，才能促进生产要素创新

性配置，持续提升劳动效率、资本效率、

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

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一个时期以来，关

于深圳的创新有“六个 90%”（90%以上

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

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

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

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

出自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

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的说法，原因

在于深圳通过建立更加完善的市场机

制、提供更好的政策和服务，吸引了大

量创新要素集聚；近期在国内外引发广

泛关注的“杭州六小龙”，也让杭州的

“三个15%”科技政策（市财政科技投入

年均增长要达到15%以上，市本级每年

新增财力的15%以上要用于科技投入，

同时统筹现有产业政策资金当中的

15%集中投向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受

到高度关注。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尊重

创新规律、提高创新效率。我们必须深

入推进新型工业化，重视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因地制宜推动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必须进一步

创新体制机制，形成适应新质生产力发

展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

在释放新需求动能中推动效率变

革。新需求动能是指由技术进步、消费

升级等催生的新市场需求。以释放新

需求推动效率变革，体现了需求侧与供

给侧的协同作用。我国经济发展阶段

转换和人口结构变化，蕴含着巨大的潜

在需求，既包括消费需求的升级，又包

括需求结构的变化，为此要着力满足和

释放新需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必须提升居民尤

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完善社会保

障体系，提升其消费能力、意愿和层

级。新需求的释放为供给侧提供了方

向，要顺应产业融合发展趋势，积极推

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高效融合，

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加快构建适

应最终需求的供给体系。新需求的释

放要抓主要矛盾，我国的消费率低于一

些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主要原

因在于服务消费不足，要稳步推进服务

业开放，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

放试点，优化服务供给，扩大服务消费。

（作者为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

约研究员）

来源：《人民日报》

（2025年04月16日 第

13 版）

在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中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