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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施“一带一路”

宏伟战略，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

慧。经过3年多努力，“一带一路”战略顺利推

进，取得累累硕果，中国方案得到广泛认同。今

年5月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邀约伙伴国家共商大计，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的新局面。

当前，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给传统的国际交

往、经济发展、对外合作模式等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和机遇。随着全球化、网络化不断深化，

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界限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减弱，

全球产业布局高度依赖大城市群，各种区域经济

合作安排应运而生，各种基于互联网时代需求的

社交群体蓬勃兴起，各国有识之士也在利用新理

论影响世界的未来。如近期新加坡国立大学帕拉

格·康纳在《超级版图》一书中提出，传统主权

国家概念在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共享基础设施的

新区域联盟和超级城市；政治竞争正从领土争夺

走向全球供应链、能源市场、金融、工业、技

术、知识和人才的争夺。他提出的最佳地缘政治

组合方式是：美国提供融资、技术和军事支持，

中国提供基础设施和出口市场，欧洲派出救援和

治理顾问等。

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上，世界面临着数百年未

遇之大变局，各国都在新的全球治理格局中积极

谋篇布局，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以美欧日为

代表的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布局，在全球范围大

力推行国际人才工程，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美

国为支撑全球霸权地位，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培养

世界各国的人才，多渠道输出美国价值观。美国

政府设置高级别的国际交流和培训协调工作组，

由其国务院、司法部、教育部、国际发展署等

27家政府部门和机构组成，主要负责监管美国

政府资助的国际交流和培训项目。据统计，仅

2012年一年时间，美国政府资助的国外人员培

训和交流总金额就达17.6亿美元，人数达390多

万人。欧洲国家在国外人员培训上也是不遗余

力。英国由海外发展部和文化委员会负责相关事

务，通过各种奖学金每年资助约3000名硕士和

博士，保持长期联系并持续跟踪其个人发展，培

养了大量认同英国价值观的海外精英人才，仅志

推进“一带一路”战略需优先投资于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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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实施国际人脉工程，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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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涉外人才培训纳入优先程序，强化我国国际人脉的支撑，扩大我国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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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领奖学金一项就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

立包括4万多名各界精英在内的校友网。德国依

托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国际继续教育与发展协会

等机构负责，结合德国产业全球布局，德国制造

走到哪里，人员培训就跟到哪里，培养了人数众

多的认同德国理念的全球人才网。日本在“一带

一路”沿线各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与我国热衷

于基础建设不同，日本更注重软性投入，比如我

国在苏丹、刚果（金）、利比亚等地区派驻维和

部队，而日本则在这些地区进行持续的人员培训

和输送，提出人才培养计划，培养援助地教师和

青年产业工人。在2016年的第6届非洲开发会

议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将于 2016 年至

2018 年，实施培育 1000 万人才的计划，投资

300亿美元帮助非洲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和医疗

卫生保健系统。

二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很多对外交往的成功经

验，如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明的对外传播，康乾

盛世的对外交往为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经济文

化交流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力所

能及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培养了大量治国理政人

才和关系民生的技术人才。据统计，从1950年

到2013年，中国政府资助的在境外培训人员总

数约1200万人，年均18万余人；在国内培训人

员总数21万人，年均3000多人。现在中国已成

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

中心，近几年来涉外培训人数大幅增加，但仍然

难以满足实际需要，涉外培训还存在短板。受传

统思维和体制的约束，迅速扩大对外培训的规模

仍有不少阻力。受训人员没有作为重要国家资源

加以综合利用，长期跟踪不够、后续联系少，真

正成为知华亲华人员的比例不高。

因此，应抓紧实施国际人脉工程，全面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

全力争取越来越多的国外优秀人才为我所用。

第一，统筹协调“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人

脉工程。把涉外人才培训纳入优先程序，强化我

国国际人脉的支撑，扩大我国的“软实力”。对

外投资和合作要确立优先投资于人的战略，抓住

了人就抓住了关键。实际上各国来华培训的多是

有潜力的重要官员或社会精英，如果其中培养出

大批知华亲华的人才，我们都能做到以不变应

万变。

第二，尽快制定适应中国大国地位和“一

带一路”战略的人才规划。一方面，要扩大对

外培训的规模，每年争取达到10万人次，10年

超过100万人次。这可能要适当调整对外合作的

计划，适当减少一两项对外援助工程，就可以支

撑国际人脉工程的大局。同时，对外援助项目应

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更多争取民心。另一方

面，要在国内组织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专职

推进国际人脉工程，人员可以多样化，鼓励有经

验的退休外交官、政府官员、大学教授、企业

家，以及海外华人参与。

第三，做强涉外培训机构并建立外国学员

跟踪联络机制。可以考虑将中央党校、国防大

学、行政学院、浦东干部学院等涉外培训机构做

大做强，以“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方式，尽

可能多地培训国际人才，同时建立学员回国后的

跟踪联系网络，通过驻外使馆、校友网络、中资

企业、社会团体定期见面等多种方式联络，通过

学员了解所在国的各种需求，加强与中国经济社

会供给侧的对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加快学员

成才步伐，推动人脉网络的深入和扩大。

第四，把国际人才培训与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等重大战略联系起来。当地人脉对促进产业

合作是很关键的，这有助于国内“三去一降一

补”，推动过剩产能的转移。如日本很早就把人

脉广布全球，拓展资源和市场，他们把日本二手

车免费送给亚非国家，通过建立售后服务体系来

赚钱，成功把日本车推向海外，占领了广大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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