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人才科技双轮驱动 筑牢中部崛起支点根基

[摘    要]  湖北省作为长江经济带战略腹地与中部崛起关键支点，仍面临人才结构失衡、创新效能不

足及要素流通不畅等发展瓶颈。基于此，湖北省需以人才与科技双轮驱动破解这些发展瓶颈。人才领

域应构建“引育留”协同体系，建立紧缺人才目录与海外引才图谱优化引才机制，实施重点产业工程师

培养计划强化本土培育，完善住房保障与服务体系增强人才生态黏性。科技创新领域需推行“强基跃升

”策略，通过贯通“研发-转化-应用”创新链、强化多元投入机制，解决科创投入不足与成果转化低效问

题。制度保障上，整合“财政—税收—人才”三位一体政策矩阵，以科创专项基金、研发加计扣除与精

准服务形成全周期支撑。区域协同上需推行“双聘双跨”人才流动机制，构建“5+N”产业集群协作联盟，

打通“东技西移+中西协作”双循环通道。通过释放人才效能、激活科技动能、优化制度环境，推动创新

要素集聚裂变，构建“基础研究—技术突破—产业培育”的良性生态，为中部崛起提供创新驱动型战略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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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湖北考察时提出“建设中部战略支点”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新时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擘画了

宏伟蓝图。这一战略既是对湖北“九省通衢”地理优势的精准定位，更是对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

化实践。从地理空间看，湖北作为长江经济带战略腹地所在，不仅是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交通枢纽

，更是对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枢纽站”，辐射西部大开发的重要节点以及创新资源跨区域配置的“中转站

”。从历史维度看，从“一五”时期重工业基地建设到三线建设战略布局，从“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到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湖北始终在国家战略全局中肩负特殊使命。新时代新征程，湖北要勇担建设中部

战略支点的历史重任，必须要破解人才结构失衡、创新效能不足、要素流通不畅等深层次矛盾。要牢

牢把握人才与科技双轮驱动这个根本支撑，构建创新要素集聚裂变的战略高地，打造新发展格局的“中

部脊梁”。

一、强化人才战略支撑，夯实创新发展智力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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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资源是战略资源，也是驱动区域发展的核心动能。当前全球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的

叠加期，人才竞争已从单纯数量积累转向质量效能比拼。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数据显示，先进制造业领

域每增加1名高端技术人才，可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产生约150万美元的经济价值。作为社会发展的第一

资源，人才是推动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在中部崛起进程中，高素质人才队伍

是科技创新的智力支撑和产业发展的活力源泉，他们凭借专业知识与创新能力，能够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进而提升中部地区产业在全球产业链的竞争力，高端制造业领域专业技术人

才的创新效应便是例证。中部地区要实现实质性创新突破，必须建立多层次人才供给系统。湖北省虽

然拥有133所高校、160余万在校大学生的人才供给优势，但长期以来湖北高校应届毕业生外流率一直

居高不下，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的高端人才缺口较大。当前，中部地区面临人才

流失严重致短缺、结构不合理使高层次与高技能人才匮乏等挑战，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

破解中部地区人才困局，湖北需要更积极的人才政策，构建“引育留”协同体系。通过建立重点产业紧

缺人才目录和海外引才图谱，实施柔性引才机制，强化“引才聚智”筑巢引凤理念与行动。在武汉、襄

阳等地建设人才创新基地，实施重点产业工程师培养、产业工人数字技能重塑计划等，推进“本土培育

厚植人才根基”。通过构建住房保障体系、完善人才留鄂服务体系以及提升城市宜居形象等一系列措施

，优化“人才生态”，吸引并留住人才。在此基础上，实现人才效能的充分释放，为中部崛起提供坚实

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助力中部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跨越赶超。

二、激活科技创新动能，锻造产业升级核心引擎

科技创新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直接关系着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与高度。作为第一生

产力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科技创新已成为衡量区域综合实力的关键标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研发投入强度每提升1个百分点，可带动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0.8~1.2个

百分点。对于中部地区而言，科技创新不仅是产业升级的“点火器”，更是突破“中等技术陷阱”的“破冰

船”。一个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越强，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越能占据优势地位，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

当前，湖北省的科技发展呈现基础与短板并存的复杂格局。其优势在于拥有高校院所集聚的科研资源

，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持。但也面临诸多瓶颈，如科创投入强度不足，企业研发投入占

比低于全国均值，科研项目开展受限；成果转化不畅，成果无法及时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全省拥有1

个国家实验室、8个大科学装置、4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成果较为丰硕，但技术合同成交额与发达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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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还有较大距离；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在关键技术领域缺乏核心竞争力。对于中部崛起而言，必

须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方面，要以科技赋能传统产业升级、新兴动能培育，推动农

业提质增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另一方面，要推动工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实

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与效率变革。

针对制约湖北科技发展的短板，破题关键在于实现“强基跃升”。强化多元投入机制，政府不仅要加大

财政支持力度，还要引导企业主体积极投入，形成政府与企业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畅通产学研用衔

接通道，构建“研发-转化-应用”创新链，让科研成果能够顺利走向市场，重点破解“三个转化”难题，即

实验室成果向生产线转化、科研论文向专利标准转化、技术优势向市场优势转化；汇聚科技英才，构

建梯次完备的人才支撑体系，为科技创新提供全要素保障。通过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生态优化，

推动中部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跨越，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三、完善制度保障体系，构建要素集聚战略支点

政策保障是人才与科技双轮驱动的制度根基。当前中部地区政策创新需从“碎片化供给”转向“系统化赋

能”，重点解决三个错配：财政投入的“撒胡椒面”式分配与重点领域聚焦需求错配；税收优惠的“普适

性”设计与创新主体差异化需求错配；人才服务的“标准化”供给与人才个性化需求错配。

要精准施策，破解制度性错配问题，湖北需构建“财政—税收—人才”三位一体政策矩阵，形成能激发

创新活力、提升创新效能的全周期保障体系，实现政策赋能人才与科技双轮驱动。在财政端，设立科

创专项基金，强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链条式投入；在税收端，推行“研发加计扣除+人

才个税减免”组合拳，降低科创成本；在人才端，打造“安业+安居+安心”服务体系，通过住房保障、教

育医疗配套等精准施策破除后顾之忧。通过政策协同发力，推动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

多元投入机制，实现创新要素集聚裂变，为中部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提供制度支撑。

优化环境是人才与科技双轮驱动的战略支点。需构建“硬件筑基、软件塑魂”的双生态体系。硬件层面

要进一步打造智慧交通、高速通信、清洁能源等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

战略科技力量集群，形成支撑创新的“强基工程”。软件层面要进一步构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

创新的“三尊重”文化内核，培育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生态，营造公平竞争环

境。打造近悦远来的发展生态，实现硬环境筑巢引凤、软环境固巢养凤的良性循环，为创新驱动发展

提供全要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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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化区域协同机制，打造创新发展共同体

区域协同发展是推动人才与科技双轮驱动的加速器。为了构建“要素融通、机制互联、生态共建”的创

新共同体，湖北省需要进一步深化协同机制。通过实施人才协同“双聘双跨”机制，促进人才的跨区域

流动；通过打造区域人才大数据平台，实现户籍、社保、资质等要素互认互通，构建高度灵活的要素

流动体系。在科技协同方面，积极推进长江中游科创走廊建设，设立联合攻关创新基金，鼓励跨区域

科研合作，并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联合体，提升整体创新能力。同时，深化产业协同，构建“5+N”

先进制造业集群协作联盟，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合作，共建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在此基础上，

着力打通“东技西移+中西协作”双循环通道，向东对接长三角等创新资源富集区，建设研发飞地；向西

拓展成果转化腹地，打造要素配置枢纽。通过政策包互通、要素池共享、创新链耦合的全方位协同机

制，形成人才共育、技术共研、成果共享的新发展格局，为构建双循环体系贡献中部实践样板。

人才与科技双轮驱动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湖北需构建以战略引领、体系搭建、机制创

新为核心的系统性实施框架。应着力强化人才基础支撑与关键技术攻关协同发力，形成创新策源、成

果转化和要素配置协同的发展格局。重点推进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立跨区域联合攻关机制与

梯度转移通道，完善全链条政策保障体系。通过构建“基础研究-技术突破-产业培育”的创新生态，深化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建设，打造开放共享的区域协同发展模式，形成人才培育、技术研发与产业升

级的良性循环，为筑牢中部崛起战略支点构建创新驱动型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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