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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连起委员张连起委员

核心阅读

杨成长委员杨成长委员

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层
次、高技术、高技能人才日益成为产业升级和发
展模式迭代的关键因素，使得各类人才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能获得价值实现的机会。但也要看
到，人才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依然面临诸多问
题和挑战。

针对存在问题，迫切要求树立人才是第一资
源的观念，从注重“招揽人才”向注重“用好人
才”转变，切实畅通人才流动渠道，提高人才资
源配置质量和效率。一是要着力优化用人环境。
促进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精确对接，使各类
人才人尽其才。二是增加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使
之与引进人才规模相适应，使各类人才愿意来、
留得住。三是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增
加人才公寓等人才租赁房建设。四是建设人才信
息平台。开展大数据分析，识别各类人才的流向
和行业配置，为科学引才和精准引才提供依据。
五是畅通引进海外人才渠道，在职业资格认定、
子女教育、商业医疗保险以及在中国境内停居留
等方面，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本报记者 孙琳）

全国政协委员王一鸣：

从“招揽人才”向“用好人才”转变

无论是经济内循环还是外循环都要打通生
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促进一切生产
要素更加自由公平的流动。让生产要素流动起
来、循环起来，关键是要在有效率的、没有断裂
的供应链基础上的循环，让它成为经济增长的动
力、产业升级的动力。

无论是经济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其核心要素
就是要促进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循环，促进生产要
素流动，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形成产业升
级的动力，形成能够吸收外部冲击的能力，这才
是关键。

从国内循环来看，我们要推动要素的市场化，
让生产要素能够充分、自由地流动，这样才能够激
发国内循环的活力。从外循环来看，全球制造业
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不是在哪一个国家、哪一
个地区、哪一个工厂、哪一条生产线上构成的，它一
定是国际化、全球化的。因此，积极参与不同形式
的区域合作，把握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的趋
势，增强供应链的弹性和抗风险的能力是关键。

（本报记者 李元丽）

全国政协委员昝宝石：

让一切生产要素自由流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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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要素畅流看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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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1日，北京，一场特殊的
企业家座谈会召开。

会议的主持人，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而主题则关
系到中国未来 5年、15年乃至更长时间：
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十四五”规划
建议征求建议。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充
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
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
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通则不痛。
畅通国内大循环，让经济要素在流动中

迸发活力、创造力，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不断创造奇迹的基本逻辑。

新时代，创造新的奇迹，我们也依然需
要沿着这条逻辑不断深化展开。

■ 痛则不通

1987年，传化集团创始人徐传化创业3
年后，聘请了“星期天工程师”。工程师掌
握一种添加剂秘诀，每次加一勺，液体皂就
变得黏稠，产品特别畅销。随着市场越来越
大，在“星期天工程师”指导下生产的液体
洗涤剂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必须让“秘
方”成批量生产。

后来的徐传化在杭州用2000块钱买来
“秘方”，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令他们没想到
的是，那个“秘方”竟然只是一勺盐。

这个故事带来了两点启示：一是培养核
心竞争力至关重要；二是技术创新关乎前
途。即使一个小小的应用型创新，也可能产
生十倍、百倍的产出。

20世纪8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应运而
生的，除了像徐传化父子这样的创业者，也
催生出另外一批“非主流”，比如“倒爷”。
这一行里有一个专业流行词——对缝。

1986年，令潘长江、巩汉林一炮而红的
小品《对缝》中，巩汉林扮演的就是“倒爷”。

当时，“倒爷”们虽被人民群众诟病，
却非常“有市场”，甚至对当时的中国经济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以至于被归到“投机倒
把”范畴，受到严厉打击。

一边是大量创业者涌现，推动中国经济
迅速复苏；一边是价格改革相对滞后，价格

“双轨制”成为官方和民间高度关注的词汇
——当时的中国经济感觉很“痛”。

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和要素的决定性因
素，打通淤塞在流通体系上的堵点，让人
流、物流、资本流、信息流更通畅地配置，
发挥最大效应，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诉求，
并最终汇成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

小岗村那18个鲜红的手印，印证着率
先突破土地制度束缚，盘活生产资料带来实
实在在丰收的历史过往。

那些冒着“投机倒把”的罪名靠“对
缝”一手托两家，倒车皮、钢材、家电，间
接理顺生产资料自由调配的“倒爷”们，成
为市场中介组织最早的雏形。

那些从国有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毅然
辞职下海投身创业热潮的人，发出了技术要
素自由流动的先声。

当然，还有无数毅然打起行李、背井离
乡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兄弟，他们的辛勤汗
水，让劳动力要素实现了最初的自由流动。

40年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依然
要坚定深化改革再出发的决心，让技术、劳动
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的配置过程更加通畅。

不同的是，40年前那群人，是堵在了
“饿肚子”的痛苦面前，面对的是“富起
来”的渴望；如今的新格局，为的是让中国
经济在新形势面前提升效率、提高效益，面
向的是“强起来”的美好向往。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
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的意见》，明确了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的方向
和重点改革任务。

探索改革，突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约束
和堵塞，实现要素配置的“万类竞自由”的号
角，再次吹响。

■ 通则不痛

阅古知今，一个“通”字对于中国经济的
意义重大深远。

清乾隆时期的名联“南通州、北通州，南
北通州通南北；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
东西”，一条千年大运河连通南北，造就了一
条人流、物流快速运转的经济大动脉，保障了
东方古国得以千年不衰、盛世频现。

当铺这种古老的金融手段，也在一定程度
上起到了保障最基本资本流运转的功能。

古有古法、今有今制，通则不痛、亘古一理。
“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是经济活动一

个完整的循环系统，目前我国在这四个环节中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梗阻，影响了国民经济的顺
畅运行。统一的大市场尚未完全形成、人财物
要素流通也存在梗阻现象。”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分析说，“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目标指向，当然首推畅通。中国经
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能否加快构建现代流
通体系，是破解发展面临堵点的关键。”

不但要流通，还要成体系，这同样要依托
制度创新，突破卡套在经济运行系统上的重重
阻隔、联通各环节的要素配给。

如今全球化的产业链，更说明大流通中的
意义——一架飞机部件在 79个国家企业生
产，一部汽车要在 50多个国家企业分工制
造，芯片、半导体行业也都是在几十个国家形
成产业链链接。现代流通体系在全球化大生产
上的逻辑构建，可资借鉴。

“生产是整个经济循环的起点。持续提升
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是解决供需不平衡不
匹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所在。”张连
起从两方面分析——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首先要从供给侧
率先发力，疏通和连接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堵
点、断点。“稳定制造业发展，补短板、锻长
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加
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发展壮大新动能，改善
供给结构，提升供给体系质量。”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也是再生产的
起点。“从需求侧看，要坚决扭住扩大内需这
个战略基点，加快构建完整内需体系。针对不
同类型主体的需求，坚持问题导向，打通阻碍
需求潜力激发的痛点和堵点。”

“只有让现代流通体系成为国民经济的一
种运行方式，才能提升整个国民经济整体效
能。”张连起说。

■ 关键在“人”

人无我有、人有我强，只有高端技术紧握
在手，“复兴号”中国巨轮才能远涉重洋。

“在部分高技术领域存在的短板，始终是
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痛点’。当前我国

产业链循环在技术层面还面临诸多‘堵点’。”
全国政协委员、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

经济学家杨成长介绍说，全球500强企业中，
中国企业124家，均为各自行业的大型龙头企
业，但在高端制造、信息技术领域的龙头企业
明显偏少，反映出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还不
高、国际竞争力还不强。

杨成长以移动通信行业举例，尽管当前华
为等中国企业在5G相关通信技术上占据世界
领先地位，但在产业链的其他环节，如集成电
路、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等领域技术自主性不高。

治“痛”疏“堵”，尽快打通产业链上的
“任督二脉”，挣脱“卡脖子”的手，是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当务之急。

“国家要对关键核心产业链的发展及技术
攻关做好统筹规划，发挥企业创新联合体的作
用，在关键技术领域统筹科研资源，进行集体
攻关、协同攻关。”杨成长提出。

在杨成长看来，打通产业链“任督二脉”
的关键就两个字：人才。

电影《天下无贼》里，黎叔有一句经典台
词：“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在生产要素中，劳动力是唯一具有主观能
动的要素，“人”是发展最活跃、最关键因
素，是打开循环畅通的关键之“钥”，更是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之“要”。这个“人”，既
包括投身前沿研究的科学巨匠，也包括千千万
万立足本职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

张连起与记者一起回顾了2020年的场景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经济社会活动按下了

紧急暂停键，成为验证“人”这个要素重要性
的定格分析——务工人群不能返回工作岗位，
劳动力不能及时与其他生产要素对接，生产、
消费、流通紧急停摆，以至于连口罩这样的简
单物资都一时陷入了供应紧张。

足以可见，“人”这个要素一旦缺位，其
他的要素都只是“摆设”。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汗水淌在城市、向往留在城市，人却始终

融不进城市。个中无奈，劳动力个体抱憾于
此，内循环的堵塞同样在此。

长期以来，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在户籍上的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保障措施，造成城乡
长期处于分割的二元体制，成为阻碍劳动力要
素自由流动的关键因素。

资料显示，目前城市大约40%的常住人
口享受不到所在城市户籍人口的福利，最终只
能选择憾别城市、回到乡村。

“由于社会保障绝大部分是由政府、企业
出资缴纳，导致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马太
效应’，对当前消费同样起到抑制作用，构建
新发展格局必须破解这方面的问题。”杨成长
建议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积极探索的“居住证”
“积分落户”等灵活政策措施，正逐渐松动以往户
籍政策铁板一块的格局。杨成长认为，未来只有
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基本社会保障标准，实现“钱
随人走”，才能让劳动力要素得以充分解放。

“畅通”要靠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痛”
则需要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只有两只手齐发
力，才能共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扫清障碍、铺
就坦途。

“我们的发展最终要靠改革和创新，而改
革创新的重点是扫除那些制度性障碍，包括要
素市场配置的体制和机制问题。”杨成长认
为，从深化改革的路径看，从商品和服务市场
转向要素市场是必然趋势。毕竟评价一个国家
市场化改革的标准，最终是要看要素配置的市
场化程度。

张连起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
征在于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这显然是较之

“畅通”有更深层次的考量。
人体，唯有经脉畅通才能气血旺盛、身强

体健。
经济体亦如是，要素配给流畅，“万物竞自

由”，活力才能源源不断，循环方能生生不息。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

就是要素不断动起来、活起来、畅通起来的
过程。构建新发展格局，必然也是这样的一
个过程。

主稿的成文过程极其艰涩。
不妨从繁奥的经济学概念里跳出

来，用具象的符号理解双循环格局：一
个躺下的“8”，或者说，一个“∞”，
如何？

内外循环，各成一环、联通一体，
共同构架起一个无穷大的循环路径。

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经济现象便
相应而生。任何发展阶段，生产要素始
终在获取、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
……物质资源、劳动力资源、技术资源
和资本叠加，混流催化，始终在经济生
活中无限循环，无穷无尽。

从人类祖先交换的第一件商品，到
如今我们须臾不能离的手机，都是资源
要素集成的循环制造。

如今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马克思

在《资本论》提及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
业已混为一体，数据作为最新的要素加入
进来，社会生产力水平，也在数字经济的
主导下呈现出量级变化。

内外循环并非新鲜事物，不同的是如
今资源要素的循环重复配置上了超级加速
器，“倍速播放”着过往的经济生产过程。

既然是循环往复，畅通就是生命线，
是关乎经济体格局与规模的关键。

40 多年来，中国经济起飞的最底层
逻辑，就是革除了要素配置的“手工”操
作，实现了市场发话指挥的“自动化”；
继续解开 40 多年尚未完全破解的难题，
是新征程上、新理念下，新发展格局需要
承担的新任务。

为的是，中国经济畅通循环，往复回
环，以至无穷。

以至大无穷
本报记者 廉维亮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
标指向，当然首推畅通。中
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能否加快构建现代流通
体系，是破解发展面临堵点
的关键。

★“人”这个要素一旦
缺位，其他的要素都只是
“摆设”。

★未来只有建立起全国
统一的基本社会保障标准，
实现“钱随人走”，才能让劳
动力要素得以充分解放。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
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要素
养不断动起来、活起来、畅
通起来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