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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科技创新发展过程中，侨界人才发挥了重要

作用。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引进的外资中60%为侨

资，引进的外企中70%为侨企，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中

95%以上是华侨华人。作为联通中外的桥梁纽带，侨界人

才既是国际创新趋势的“传感器”，又是成果技术转化落

地的“加速器”。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如何进一步凝聚侨界人才智慧，促

进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在最近举行的2025中关村论坛

——侨海创新发展平行论坛上，一些与会人士提到这样

几个关键词。

关键词累 信心

“你好！”在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下称“论坛年会”）
现场，迎宾机器人面带微笑同来宾打招呼。论坛年会期
间，15家企业的近百台机器人“智”愿者随处可见：引导
机器人带领嘉宾前往不同的活动区域；孪生书法机器人
挥毫泼墨；仿生机器狗表演后空翻；泡茶机器人从洗茶、
冲泡到倒茶，每一个步骤都行云流水……这一切让参会
者真切地感受到，未来已来，就在你我身边。
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源于这片创新发展的

沃土。数据显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全球
经济增长的贡献稳定在30%左右。在科技创新方面，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去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创新
指数排名第11位，是10年来创新力提升最快的经济体
之一。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全
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量超过3.6万亿元，稳居世
界第二。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工学部主任兼工学院院

长段慧玲2007年从海外回到中国工作。“我深深体会到，
如今的创新发展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段慧玲说，从
天时看，第四次工业革命风起云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入关键时期，当前正是海外人才回国干事创业的黄金时
期。从地利看，各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以北京为例，正
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创新资源
丰富、创新发展平台完善、扶持政策保障有力。从人和
看，中国高度重视提升高水平科技人才培养和集聚能力，
实行了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
近年来，广大海外侨胞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将个人

事业发展同祖（籍）国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中国式现代
化中发挥作用。在北京市海淀区，已有40万名归侨侨眷
及海外人才逐梦扎根。北京市海淀地区海外联谊会会长
冒小飞表示，海淀为海外人才进行科技创新提供了良好
支撑条件，比如先进的设施设备、广泛而包容的应用场
景、勤勉团结的合作团队等；同时持续完善海外人才支持
保障体系，让侨界人才安心创业、舒心生活。
“广大海外侨胞相信自己、相信中国、相信未来，在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把握机遇。”中国侨联副主席程红表
示，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是开展科技创新的一个重
要条件。在中国的这块沃土上进行创新研发、产业升级，
能够更好实现从书架到货架、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

关键词� 创新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
径。侨界人才如何向“新”而行，为科技创新事业注入更
多侨动力，一些与会人士提到了“创新”。

去年6月，嫦娥六号着陆器携带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背
面成功展开。这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示国
旗。这面国旗十分特别，它的原材料是玄武岩纤维。这
种由岩石拉成的细丝，直径大约为一根头发丝的1/3。

20多年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学家刘嘉麒和同事
一直致力于玄武岩纤维研究。“我们现在都强调创新，其
实创新就是做一些别人干不了或者别人干不好的事情。”
刘嘉麒认为，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要以创新促创
业，以创业促发展。现在许多学科正处于由量变到质变
的关键时期，科研人员要抢抓机遇，在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等方面展现更大作为。

作为人工智能专家，日本工程院院士任福继从2000
年开始致力于情感计算与情感机器人研究。他的团队结
合人类的自然语言、语音、表情以及生理信息等指标，综
合进行人类的情感计算，让机器人进行深度学习，产生机
器情感，从冷冰冰的铁皮人变成可以分担情绪的“有温度
的机器人”。
“三四十年前，侨胞主要把海外一些资金、技术引进

到中国，现在中国在一些方面已经走到世界前列。科技
创新进入深水区，需要侨胞更加注重把创新理念、管理方
式、评价机制等引进来，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励创新。”任福
继说。
“高校在构建创新与发展的协同机制中应发挥更大

作用。”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教授王志华认为，以工程
教育为例，高校教育要以创新发展为导向，培养社会急需
的人才，为工业企业提供创新性成果，促进相关技术成果
向产业应用转化。

关键词� 联通

当今世界，唯有开放合作才能促进科技进步和创
新。中国与很多国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政府间和民间
科技交流和合作。多年来，侨界人士积极牵线搭桥，推动
新兴领域中外交流合作。

美国华人专家会会长、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教授王希
萌多年在海外工作，其所在的美国华人专家会通过创新
论坛、科技大赛、项目路演等形式，积极促进科技创新“请
进来”和“走出去”。
“国家发展需要科技人才，人才需要培养和交流。这

是我在海外一个非常切身的体会。”王希萌认为，海外侨
胞、社团可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中外人才领域交流
合作，比如促进中外高校联合培养博士、博士后；瞄准企业
所需，加强高校与企业合作，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

欧亚论坛主席朱爱莲生在中国，长在欧洲。近年来，
她通过创办报纸、举办论坛，为中欧企业合作牵线搭桥。
她认为，中欧企业间应通过持续对话，增进对彼此市场、
文化和商业环境的了解，提升合作效率和成功率。此外，
中国企业在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拥有显著优势，
欧洲企业在技术创新、品牌管理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双
方可以在技术创新、绿色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开展
深度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
“在欧华侨华人熟悉中欧两地的文化和商业环境，可

以凭借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通过组织商务活动、建立人
脉网络，为中欧企业合作提供咨询服务、促成项目落地。
华侨华人还可以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和倡导工作，为企业
合作争取更多支持。”朱爱莲说。

近年来，北京市侨联通过参与组织侨海创新发展论
坛、全球创业大赛、首都侨智发展大会等活动，打造涉侨
引才引智品牌项目。“北京市侨联将进一步健全为侨服
务建设体系，提升引智引资效能，促进科技创新国际交
流合作。”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市侨联主席陆林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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