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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统战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加

强和改进统战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新征程上，坚

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

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根本遵循，及时跟进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战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才能确保统战工作沿着正确

方向高质量发展，推动统一战线在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中更好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的政治作用。

一、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

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真理力量和

实践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

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

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创新发展，为团结凝聚各方

面力量完成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提供了

强大思想武器。

这一重要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

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

果，彰显了强大的理论创造力和真理感召力。中

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统战理论建设、推进统战

理论创新。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

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

战线理论、方针和政策，成功解决了在中国特殊

国情下如何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问题，

为夺取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凝聚了强

大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用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新时代统战工作面

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统战

理论创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需要统一战

线、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怎样做好统一战线

工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同时，习近平总书

记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精髓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创造性地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大一统”、“多元一体”、“和而不同”、

“协和共生”等重要价值理念运用到统战工作中，

赋予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更加鲜明的中国特

色、文化特色、时代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

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对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关于统一战线论述的继承和发展，是

坚持“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

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了新发展、开辟

了新境界。

这一重要思想是党的统一战线百余年发展

史特别是新时代统战工作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

彰显了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和时代洞察力。我们

党始终从战略上认识、发展、巩固统一战线，

并通过科学的理论、正确的政策、灵活的策略、

务实的行动，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

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

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
根本遵循
中共中央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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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刻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

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

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改革开放后，我们

党进一步强调，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

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

而是应该扩大；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个重要法

宝绝不能丢掉，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绝不能

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绝不能动摇；统

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

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

重要法宝，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的统一战线百年

同心奋斗实践，着眼新时代党所面临形势任务

的重大变化，突出强调：“现在，统战工作不是

过时了、不重要了，而是更重要了。党所处的

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

任务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是

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党的第三个历史决

议，充分肯定统一战线在党的各个历史阶段发

挥的重要作用，把“坚持统一战线”作为党百

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高度凝结了百余年党的统战工作历史经验特别

是新时代以来统战工作的新鲜经验，以全新视

野深化了对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推动党的统一战线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这一重要思想是在坚持和加强党对统战工

作的全面领导、着眼“两个大局”破解统战工

作重点难点问题、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

力量政治作用的实践中形成的，彰显了强大的

政治引领力和实践推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我国发

展大局以及统战事业发展大方向，进一步明确

统一战线在新时代所处的方位和统战工作在全

党工作中的定位，全面擘画新时代统战工作的

战略布局和重大任务，系统强化党对统战工作

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建立

健全大统战工作格局，有力破解了影响统战工

作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重点难点问题。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

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积极促进政党关系、

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

关系和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充分彰显，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我国宗教中国

化扎实推进，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发挥作用更加有效，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团结

引领切实加强，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开拓新

局，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广泛力量支持。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

要思想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

向相统一，既有认识论又有方法论，既有战略

部署又有具体安排，既有目标任务又有方向路

径，指导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科学化、规范化、

制度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指引统一战线巩固和

发展了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良好局面。

二、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

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和

精神实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

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

邃、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2022 年中央统战工

作会议首次把这一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

“十二个必须”，党的二十大以来这一重要思想

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完善，需要持续学

习促进深化、深入研究促进内化、注重实践促

进转化。

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

爱国统一战线地位作用和历史方位的新思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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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新论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

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大势，把握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形势新任务，把握新时

代爱国统一战线面临的时与势、肩负的使命任

务、内部结构的发展变化，把握统一战线越来

越处在反分裂、反渗透、反颠覆斗争前沿阵地

的时代特点，强调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

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

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

是人心和力量问题；强调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

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在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在增强党的阶级基

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强

调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以团

结凝聚力量，以奋斗铸就伟业。总书记的重要

论述，从人心和力量上看待统一战线，从“最

大政治”和“强大法宝”上定位统一战线，从

“三个更加重要”上指明统一战线职责使命，从

根子上纠正了轻视忽视统一战线的错误倾向，

阐明了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党实现历史使命的

长期战略和立国治国兴国强国之道，回答了新

时代为什么需要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把我们

党对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

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

统战工作本质规律和原则方法的新思想新观点

新论断。在党的统战工作长期实践中，形成了

求同存异、民主协商、联谊交友、教育引导、

照顾利益等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

记系统总结我们党建立发展统一战线的宝贵经

验，深刻把握新时代统战工作新的历史特点、

新的任务要求，明确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必须

掌握的规律、坚持的原则、讲究的方法，强调

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要确保党对统

战工作全面领导；强调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

样性的统一体，只有一致性、没有多样性，或

者只有多样性、没有一致性，都不能建立和发

展统一战线；强调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

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强调把握

好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潜绩和显绩、原则性

和灵活性、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强调完善大统

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总书记的重

要论述，揭示了统战工作的本质属性、内在规

律、重要原则，回答了怎样做好新时代统一战

线工作的重大问题，为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科学方法论。

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

时代统战各领域工作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统战各

领域工作作出许多新的重要论述和部署。在多

党合作方面，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党的领导、

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发挥我国社会

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坚持长期共存、互相

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加强同民主党派

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强调坚持中国共产

党领导，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

斗，是多党合作的根本政治基础；强调坚定制

度自信，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

党制度，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牢政治方向，

筑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政治基础；强

调把多党合作所长与中心大局所需结合起来，

在参政议政中聚众智，在民主监督中建诤言，

在政党协商中献良策，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

好帮手、好同事；强调切实提高政党协商质量，

不断健全议政建言机制，有序开展民主监督，

拓展发挥优势作用的平台载体，着力提升中国

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在民族工作方面，强调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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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

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

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强调我国

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

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

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

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

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历史必然；强调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大政方针，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促进

各民族全方位嵌入、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强调

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边疆民族

地区工作的主线，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

在宗教工作方面，强调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

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

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特别是宗教活动

场所管理；强调按照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的要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强调加强对宗教界思想政治引领，持续治理非

法宗教活动；强调藏传佛教界要弘扬爱国爱教

优良传统，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

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

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方

面，强调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做

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强化共同奋斗的政

治引领；强调广大留学人员要弘扬留学报国传

统，爱国为民，自信自强，开拓奋进，开放包

容，投身创新创业创造时代洪流，助力中外文

明交流互鉴；强调欧美同学会要继续发挥留学

报国人才库、建言献策智囊团、民间外交生力

军作用，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聚天下英才、

广集创造伟力。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

方面，强调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

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

显身手正当其时；强调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

摇”的体制机制，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

展壮大；强调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优化民

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

业家权益；强调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促进非

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

成长、扎实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

把广大民营经济人士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

围；强调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满怀创

业和报国激情，不断提升理想境界，厚植家国

情怀，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弘扬企业家精神，

专心致志做强做优做大企业，坚定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者。

在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方面，强调传承爱国

爱港、爱国爱澳核心价值，增进多元文化交流

融合，凝聚一切积极力量，画出海内外支持

“一国两制”事业的最大同心圆；强调密切同爱

国爱港爱澳政团社团、各界代表人士的联系，

助力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

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强调全面贯彻新

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化两岸各

领域融合发展，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强调

更好团结海内外、岛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

力量，不断壮大反“独”促统力量，共同推进

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强调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

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总书记的

重要论述，进一步回答了事关统一战线方向性、

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赋予统一战线工作更重的

任务，赋予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更高的

要求，赋予发展统战事业更大的动力。

三、切实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

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导和推动统

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深度，决定着政治敏感的程度、思维视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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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度、思想境界的高度。统一战线要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

工作的重要思想，同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凝聚人

心、汇聚力量，坚持稳中求进、守正创新，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

力量。

提高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的能力。理论发挥

作用的效度取决于理论见诸实践的深度。要善

于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结合上把握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

想的精髓要义和精神实质，把握贯穿其中的立

场观点方法，更好用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

统一行动。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

风，把学和做结合起来、知和行统一起来，善

于把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想问题、作决策、办事

情、抓工作的根本指引，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

点方法转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过

硬的政治能力和履职本领，多在强基础、谋长

远、防风险上下功夫，多在增共识、聚人心、

促团结上见实效，不断增强统战工作科学性、

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新时代统战工

作高质量发展。

提高围绕大局凝心聚力的能力。巩固和发

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引导统一战线成员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旗帜下，为

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贡献统战力量。坚持不

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

铸魂，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一致性引领思想

观念的多样性，引导统一战线成员在事关道路、

制度、旗帜、方向等根本问题上坚定同中国共

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紧紧围

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找准服务大局的切入点

和着力点，把中心所在、大局所需与统一战线

所长结合起来，把思想政治引领与汇聚各方力

量结合起来，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统战工

作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统筹发展和安全，

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从维护政治安

全和社会稳定的高度，加强风险隐患排查，优

化风险处置的时度效，强化责任落实，切实维

护统战领域和谐稳定。

提高攻坚克难狠抓落实的能力。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从制度机制上对统战领域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提出重要改革举措，在其他方面也

对统一战线服务改革提出明确要求。以钉钉子

精神抓好统战领域改革举措落实，必须提高政

治站位，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落实

党委 （党组） 统战工作责任制，明确有关方面

的统战工作责任清单和任务清单，着力完善统

战各领域工作的政策举措和制度体系，加快补

齐影响大统战工作格局作用发挥的短板和弱项，

提升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整体效能。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全面排查和推动解决历史遗留的

“老大难”问题、形势任务变化出现的新问题，

有力批驳统战领域各种错误思想、错误观点、

错误言论，坚决反对对我国统战领域进行渗透

破坏、污蔑抹黑、遏制打压的行径。树立和践

行正确政绩观，对统战工作重点任务要真抓实

干，对统战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要一抓到底，

对统战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防

范纠治。加强统战干部思想淬炼、政治历练、

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善于从政治上考虑

问题、把准方向，既守正又创新，既善团结又

会斗争，既重显绩更重潜绩，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真正把统战工作做到党中央的关注

点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点上，形成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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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 提出，“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

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政策举措”，进一步指明

了统一战线的根本优势，凸显了统一战线作用

的鲜明政治性。新时代新征程，要着眼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全

局，聚焦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

部署，立足职责使命，完善政策举措，更好发

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

深刻认识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

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

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政

党完成历史使命的重要战略和策略。中国共产

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党，其性质和使命决定了必须建立、也能够建

立起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深化对统一战线的

认识，从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到执政兴国的

重要法宝，再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

宝，深刻揭示了统一战线法宝作用根本体现在

政治作用上，体现在为坚持党的领导、推进党

的事业广泛凝心聚力上。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

我们党通过建立、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解决

人心向背、力量对比的问题，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

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取得一个又一

个胜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以宏阔的战略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就加

强和改进统战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

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坚

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

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具有强大的理论

创造力和真理感召力、历史穿透力和时代洞察

力、政治引领力和实践推动力，进一步明确了

统一战线的地位作用和历史方位，进一步揭示

了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本质规律和原则方法，进

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政治作用的政策举措

陈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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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指明了做好统战各领域工作的思路方向和

目标任务，为做好统一战线凝心聚力工作提供

了根本遵循。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

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

代统战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政党关系、民族

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

更加和谐，统一战线呈现出团结、奋进、开

拓、活跃的良好局面，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画出最大同心圆。历史启示我们，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发挥统一战线

政治作用，就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

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

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的生动局面。

新征程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国

战略博弈更加激烈，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

影响加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

时期。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必

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攻

坚克难、团结奋斗，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

化为发展实绩。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对形势任务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

立足统一战线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担负的职责使

命，从政治上思考、在大局下行动，广泛凝聚

共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牢牢把握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

量政治作用的重要原则

统一战线是政治联盟，统战工作是政治工

作。发挥统一战线政治作用，必须深化对统战

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在凝心聚力的领导力量、

理论指导、目标方向、本质要求上保持定力、

站稳立场。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法宝作用得以充分发挥，都是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实现的。党的领导越有力，越能巩固和壮大

统一战线，有效汇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

力量。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

根本政治保证。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

力量政治作用，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统战工作

全过程各方面，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完善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常态长效机制，确保党的意志和主张得

到坚决贯彻、有效执行。

坚持科学理论指导。统一战线是建立在共

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的，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

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回答

了新时代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性问题，

有了这一旗帜，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思想上行动

上就有了根本遵循，团结奋斗就有了思想根基

和正确方向。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

量政治作用，必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提高加强思想

政治引领能力，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一致性

引领思想观念的多样性，推动思想伟力转化为

团结奋斗的行动合力。

坚持服务中心大局。统一战线发展的历程

就是与党的事业同频共振的历程。正是始终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统一战线才能不断巩固壮

大，人心越来越齐，力量越来越强，作用越来

越大。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

作用，必须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找准

服务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把中心所在、大

局所需与统一战线所长结合起来，把思想政治

引领与汇聚各方力量结合起来，不折不扣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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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关于统战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这是统一战线凝心聚

力的永恒主题，也是检验统战工作成效的基本

依据。团结是有原则的、讲方法的，只有固守

圆心，发扬“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

统，才能实现真团结、画好同心圆。发挥统一

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必须正确

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既要善于团结，

也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特别是对涉及重大

是非、重大原则的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开展

及时必要的批评教育和思想交锋，引导统战成

员在事关道路、制度、旗帜、方向等根本问题

上坚定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

在一起。

与时俱进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

聚力量政治作用的政策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现在，统一战

线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发生了某

些重大变化。”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统一战线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按照党中央关

于统战工作重大决策部署，坚持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坚持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坚持稳中

求进、守正创新，不断完善政策举措，在广泛

凝心聚力、促进团结奋斗上取得更大实效。

着力广泛凝聚改革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广泛凝聚共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对顺利推进改革十分重要。”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一切工作的

根本保证。这是全党上下形成的最大共识，也

是全国上下的高度共识。要牢牢把握统一战线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大责任，坚定拥护“两

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着眼形势任

务的新变化、人民群众需求的新特点、社会思

潮的新动向，更加有力有效做好增进共识的工

作，引导统战成员准确把握党中央重大改革部

署的政治意图和战略考量，全面辩证看待经济

大势和发展大势，正确看待改革发展中的困难

问题和利益调整，筑牢理解、支持、参与改革

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切实形成改革合力。

着力完善凝心聚力制度机制。统战工作作

为党的特殊群众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思想政

治工作。重视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

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和鲜明特点，是统战

工作的主责主业，也是解决人心和力量问题的

关键所在。要分层分类研究部署各领域统一战

线成员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拓宽掌握思想动态

渠道，提升思想态势分析研判精准度，开展好

统一战线各类主题教育和政治培训，加强同党

外人士的联谊交友和谈心谈话，把思想政治引

领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增强针对性和实效

性，赋予每项工作以凝聚人心、加强团结、增

进共识的意义，更好服务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

着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当前，统一战线

领域防风险、保安全、促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

繁重。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善于

从政治上看问题、看趋势、看风险，从维护政

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高度，准确研判各类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中的政治端倪和复杂多变矛盾

问题背后的政治逻辑。要强化责任落实，坚持

标本兼治，落实加强风险源头防控的要求，全

面梳理排查风险隐患，对各领域突出风险和重

要小概率事件做到预警在先、关口前移、以防

为要，坚决防止风险积累发酵，坚决守住不发

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促进统一战

线政治优势与互联网信息技术、互联网思维方

式有机融合，加强统战系统宣传舆论阵地管

理，更好实现对统战成员的团结、联系、服务

和引领，努力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为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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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议在
海南博鳌召开

博鳌亚洲论坛 2025 年年会·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议 26 日在海南博鳌

举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旭表示，当前中国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增长稳

中有进、创新驱动成效明显、绿色发展全面加快，虽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

战，但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

本趋势没有改变，今天的中国依然充满活力。海外华商遍布世界各地、往来各

国之间，深谙中华文化、掌握中外语言，了解中外国情、社情、民情，是促进

中外各领域交流合作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华商把握大势，坚定推进普惠包

容的经济全球化；坚定信心，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优势，努力促进中

外文明交流互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促进亚洲繁荣与世界进步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此次会议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以“变局开启新局 发展创造未来”为

主题，来自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23 位华商代表、民营企业家和智库专家出席会

议，围绕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华商机遇与挑战；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

化；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3 个分议题进行了交流研讨。

北京侨讯 2025.1

别
关 注特

TE BIE GUAN ZHU 别
关 注特

TE BIE GUAN ZHU

11



1 月 19 日，中国侨联十一届三次全

委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

落实中央书记处重要指示要求，总结

2024 年工作，安排部署 2025 年工作。

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万立骏出席会

议并作工作报告，副主席程红作会议总

结，党组成员、副主席程学源主持会

议，党组成员、副主席连小敏作有关人

事事项和选举事项的说明并宣读《中国

侨联关于确定 2023—2024 年度全国侨

联系统基层组织及“侨胞之家”典型选树单位

的决定》，副主席高峰宣读 《中国侨联关于对

2024 年度全国侨联系统信息工作成绩突出单位

进行表扬的通报》，秘书长陈迈宣读 《中国侨

联关于对 2024 年度全国侨联系统优秀调研课

题成果进行表扬的通报》。

会议认为，2024 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胜利召开党

中国侨联十一届三次全委会议
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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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团结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勇毅前行，推

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新的伟大成就，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勃勃生机，为世界发展进步

注入强大确定性。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侨

念兹在兹，对侨务工作亲切关怀，在多个场合

肯定侨的贡献，强调要发挥侨的作用。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特别提出，“发挥工会、

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

纽带作用”、“完善港澳台和侨务工作机制”

等，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侨联组织和侨联工作

的重视关心和殷切期待，为不断推进侨联深化

改革、发挥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指明了前进

方向。

会议指出，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侨联与各级侨联

组织一道，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

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和群团工作重要论

述，落实中央书记处重要指示要求，以党的政

治建设为统领，全面落实十一代会部署，各项

工作取得新进展。旗帜鲜明讲政治，侨联拥护

“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更加自觉坚

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侨界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持续走深走实；扎实开

展党纪学习教育，遵规守纪在侨联蔚然成风；

组织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和纪念陈嘉

庚先生诞辰 150 周年纪念活动，侨界团结奋进

新征程时代风貌充分彰显；持续深化侨联改

革，侨联组织体系和组织功能进一步完善；拓

展和壮大侨联朋友圈，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更加积极有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服务侨胞，侨界助力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作用更加彰显；贯彻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进一步加强侨联全面从严治党。

会议强调，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

之年，也是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召开 10 周

年。做好 2025 年侨联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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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和侨务

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聚焦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

性，全面落实十一代会部署，坚持“两个并

重”、“两个拓展”、“两个建设”，加强党对侨

联工作的全面领导，切实履行职责使命，团结

引领侨胞、组织动员侨胞、联系服务侨胞，纵

深推进侨联改革，维护涉侨领域政治安全，加

强党的建设，更加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

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

坚定信心、奋发有为，推动形成海内外中华儿

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为实

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为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会议对 2025 年侨联工作的主要任务进行了

部署。一是深入推进思想政治建设，持续抓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凝心铸魂。二是进一步强化品牌引领和项目

带动，发挥侨的优势作用，推动侨联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服务侨胞工作上台阶增实效。

三是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和经济责任审计整改，

着力写好“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整改推动

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四是下

大力气推进“两个建设”，加强系统谋划，推

动侨联改革向深度拓展。五是全面加强侨联党

的建设，推动严的基调一贯到底，建设让党中

央放心、让侨界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会议号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保持“稳”的定力，

增强“进”的信心，强化“干”的劲头，矢志

不渝跟党走，凝心聚力谱新篇，团结引领广大

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为实现“十五五”良好

开局打牢基础，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审议通过了工作报告，根据中国侨联

章程，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中国侨联兼职副主席吴晶、刘艺良、吴换

炎、纪斌、郭占力、李占勇、陈洁英、梁谋、

李丰、郭启民、齐志出席会议。中国侨联顾问

隋军、李卓彬、董中原、李祖沛、王永乐、陈

兰通、唐闻生、林淑娘、乔卫、康晓萍、王宏

列席会议。中国侨联委员，中国侨联机关各部

门单位负责同志、不是中国侨联委员的省级侨

联党组书记、主席约 400 人参加了会议。中央

组织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统战部纪检

监察组、审计署等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中国侨联十一届三次全委会议前，1 月 18
日召开了中国侨联十一届四次主席会议、十一

届四次常委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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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5 日至 26 日，北京市侨联召开十六届

二次全委会议，传达学习中央书记处对群团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国侨联十一届三次全委

会议精神，总结 2024 年工作，部署 2025 年任

务。市侨联主席陆林代表十六届常委会作工作

报告，党组书记周景晓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一年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

在中国侨联指导帮助下，市侨联与全市各级

侨联组织一道，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和群团工作

北京市侨联召开十六届二次全委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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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述及对北京重要

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市

委十三届五次、六次全

会精神、中国侨联十一

代会精神、北京市第十

六次侨代会精神，履行

侨联职能，发挥独特优

势，坚持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服务侨胞，各

项工作有序开展，取得

积极成效。

会议强调，2025年是

“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

是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的关键之年，

也是市侨联换届之后的第一年，做好今年的工

作具有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各级

侨联组织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

部署、市委指示要求、中国侨联工作安排，紧

紧围绕北京市第十六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明确

的目标任务，紧密结合新的形势任务要求，以

首善标准做好首都侨务侨联工作，持续加强思

想政治引领，高质量服务新时代首都发展，深

化拓展海外联谊联络，用心用情为侨界群众解

难题办实事，不断强化自身建设，团结凝聚广

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

代化的北京篇章作出侨界贡献。

会议对 2025 年首都侨联工作的主要任务进

行了部署。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侨联

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二是紧紧围绕中心大

局，凝心聚力服务首都改革发展新局面。三是

深化侨联海外工作，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四是坚持以侨为本理念，切实提高为侨

服务水平。五是全面深化侨联改革，推进新时

代首都侨联事业再上新台阶。

会议要求，一要着力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画好侨界最大同心圆；二要着力强化服务首都

发展，凝心聚力做出新贡献；三要着力强化海

外侨务工作，联谊交友扩大朋友圈；四要着力

强化为侨服务效能，满腔热忱当好贴心人；五

要着力强化自身建设，推动首都侨联事业迈上

新台阶。

会议号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动员凝聚广大归侨

侨眷和海外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篇章而团结奋斗。

会议还宣读了《中国侨联关于确定 2023—
2024 年度全国侨联系统基层组织及“侨胞之

家”典型选树单位的决定》，并为典型选树单位

授牌，通报表扬了 2024 年度全市侨联系统优秀

调研课题成果和信息工作成绩突出单位，举办

了“侨心向党大讲堂”第一讲。

市侨联委员、基层侨联组织负责人代表、

机关各部门和华侨服务中心负责人等约 200 人

参加会议。

北京市侨联十六届二次全委会前，还召开

了市侨联十六届一次主席会议、十六届一次常

委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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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活动

2 月 25 日下午，首都侨界“侨心向党大讲堂”在北京会议中心开讲。

首场讲座邀请了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文史教研部主任张军教授授

课，市侨联党组书记周景晓主持，市侨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

出席。

张军教授以“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从习近平文化思

想提出的时代背景、内涵及理论基础、战略意义等方面，为现场人员进

行了深入系统的解读和全面细致的阐释。大家纷纷表示，张教授的讲座

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深入浅出，解渴管用，达到了入脑入心

的目的。周景晓表示，举办面向侨界群众的“侨心向党大讲堂”，旨在进

一步加强思想引领、凝聚侨界力量，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市侨联十六届委员会委员、顾问，各基层侨联组织负责人，各区、

高校、局总公司侨联和涉侨社会组织代表，市侨联机关和华侨服务中心

干部约 200 人参加。

首都侨界“侨心向党大讲堂”
首场讲座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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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4 日上午，市侨联召开 2025HI⁃
COOL 全球创业大赛侨界重要伯乐调度会，

市侨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李登新出席并讲

话，各区侨联、商协会和创投公司伯乐代表

20余人参加。

李登新对侨界伯乐积极参与大赛以及对

市侨联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三

年来深度参与HICOOL全球创业大赛所做工

作和阶段性成绩，并强调全市侨联系统深度

参与大赛数量是基础、质量是关键、获奖是

目标、落地是实效，希望大家继续发动动员，

在去年工作的基础上提质增效，取得更好成

绩，共同助力北京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

与会伯乐纷纷表示，感谢市侨联搭建的

工作平台，将进一步开拓思路，推荐更多的

优质项目参与大赛。

北京市侨联召开
2025HICOOL 全球创业大赛
侨界重要伯乐调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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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第四届华侨华人短视频大赛颁奖

仪式在京举行，北京市侨联与北京广播电视台

联合制作的短视频《侨心向党——姚期智》从

73.8 万个投稿视频中脱颖而出，荣获大赛一等

奖，北京市侨联同时获颁优秀组织奖。北京市

侨联党组书记周景晓，党组成员、副主席兼秘

书长李晓菲分别领取一等奖和优秀组织奖。

全球华侨华人共绘精神图谱

本届大赛以“追梦中华·弘扬新时代嘉庚

精神”为主题，由中国侨联主办，中国侨联信

息传播部、中国侨商联合会承办，人民日报海

外网、集友银行支持。活动旨在进一步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 2014 年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重要

回信精神，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 150周年，引导

广大侨胞以陈嘉庚先生为榜样，自觉把个人梦

想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结合起来，激发侨心向

党、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

北京市侨联选送作品彰显侨界精英报国情怀

此次荣获一等奖的短视频《侨心向党——

姚期智》，以国际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得

主、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姚期智院士

为叙事主线。作品通过影像资料与人物访谈，

生动展现了姚期智放弃海外顶尖教职、毅然归

国投身科研与教育的历程，彰显其“科学无国

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的赤子情怀。该片还记

录了他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的卓

越成就，以及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所作的杰

出贡献，深刻诠释了新时代侨界精英“心系家

国、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此短视频由北京

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中心选派优秀团队拍摄、

制作，于 2024 年 9 月 10 日在北京卫视和北京新

闻频道《北京您早》栏目首播，节目播出后引

发首都侨界强烈反响，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周景晓：持续聚焦侨界思想引领，创新打

造《侨心向党》系列品牌

周景晓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北京市侨联

自 2022 年起，连续三年制作《侨心向党》专题

片，目的是通过对侨界典型人物的宣传，更好

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广大归侨

侨眷始终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宣扬广大归侨

侨眷和海外侨胞情系桑梓、爱国奉献的可贵精

神，激发首都侨界干事创业的热情。他介绍说，

选取姚期智院士作为宣传对象，就是为了生动

再现像姚院士这样的侨界科技工作者，始终心

系国家，以国家利益为重，积极投身于科技创

新事业的科学家精神。他表示，北京市侨联将

以此次获奖为契机，继续用真诚的视角记录华

侨华人的故事，用创新的方式打造《侨心向党》

系列品牌，对侨界典型人物进行广泛宣传，引

导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将心系桑梓的深厚

情感转化为丹心报国的不懈奋斗，为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

侨界新的更大贡献。

北京市侨联荣获“第四届华侨华人短视频大赛”
一等奖和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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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1 日，2025 中关村论坛——侨海创新

发展论坛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举办，中国侨

联副主席程红、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陈军出席并

致辞，北京市侨联党组书记周景晓主持论坛第

一环节。

论坛以“侨聚智慧·智启新程”为主题，

邀请全球重量级专家学者与海内外领军人才围

绕海外创新生态构建与 AI融合发展进行深入交

流与探讨，来自 23个国家和地区的侨团负责人、

国际投资机构、兄弟省市侨联、高校侨联、侨

创企业代表等 550余人现场参加论坛，线上实时

观看量达520万人次。

程红表示，期待广大侨界人才以本次论坛

为契机，发挥国际创新趋势“传感器”、技术转

化落地“加速器”的作用，为我国加快科技自

强自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作出积极贡献。她

聚焦“信”“新”“联”三个关键词提出三点希

望：一是要相信自己、相信中国、相信未来，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把握机遇；二是要向新

出发、向质而行，在新质生产力赛道跑出加速

度；三是要深化心联通，以侨为桥，为中外科

技交流合作贡献侨界力量和智慧。

陈军希望各国嘉宾能够借助中关村论坛这

个国家级平台，与北京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

产业融通合作；希望广大侨界优秀人才坚定北

京发展信心，充分发挥侨界优势，搭乘中国发

展快车，抓住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机遇，

在双赢中实现个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希望各涉

侨部门能够健全为侨服务体系建设，大力提升

引智引资效能，让更多侨界精英在北京这片创

新热土上安心发展、舒心生活，深度参与新时

代首都发展。

北京市海淀区委常委、海淀地区海外联谊

会会长冒小飞表示，海淀将紧紧围绕发展新质

生产力、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的目标，持续

深耕人工智能领域，深入实施“人工智能＋”

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各产业深度融合，全力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高地。

期待以本次论坛为契机，以“侨”为纽带，以

“智”为支点，吸引更多侨海人才关注海淀发

展，将更多前沿技术、创新理念和优质项目引

入海淀，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

智启未来，大咖云集共话创新发展

论坛上，全球顶尖学者聚焦人工智能与创

新生态的前沿议题展开主题分享。中国科学院

侨聚智慧·智启新程
2025“侨海创新发展论坛”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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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市侨联主席陆

林以“人工智能与脑医学”为主题，展示了脑

科学与人工智能在各领域的交叉融合；中国科

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侨联主席、北京大学工学

部主任和工学院院长段慧玲分享了物理智能的

跨尺度进化，并进一步探讨了物理智能在推动

人工智能与真实世界有效交互方面的关键作用；

日本工程院院士、德岛大学荣誉教授、北京市

侨联海外顾问任福继聚焦人工智能全球现状，

展望了未来自然人、机器人、数字人三人协同

共舞的社会形态；中国科学院院士、火山地质

与第四纪地质学家刘嘉麒提出青年是创新的先

锋、科学是创新的灵魂，希望各位创新创业人

才能够携手为建设强大的中国而奋斗。

链接全球，以“侨”为桥激活创新动能

论坛现场，校地侨联合

作意向签约仪式正式举行，

海淀区侨联与北京大学等高

校侨联签署合作意向书，围

绕国际交流合作、华裔青年

培养、技术成果转化等领域

搭建长效平台。海归科创赋

能新型工业化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也在大会上举行，聚焦

人工智能、数字孪生与工业

仿真技术的深度融合，共同

探索高端制造业智能化升级

路径。“海潮校友汇”启动仪式重磅举行，由海

淀区政府、高校、企业联合推出，协同为海归

优秀群体打造多样化交流服务场景、搭建创新

生态重要平台，共同助力海归人才快速融入本

土创新生态。

破界共生，圆桌对话探索创新生态

会上，中国科学院过程研究所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王钰以“凝侨聚海：构建创新与发展

的协同机制”为主题展开圆桌对话，会同清华

大学教授王志华，美国华人专家会会长、美国

加州州立大学教授王希萌，欧亚论坛主席、瑞

士欧亚集团CEO朱爱莲，元禾原点合伙人米菲，

汇集海内外产学研投多元视角，聚焦政策、市

场、文化等多维度展开探讨，以全球视野共话

新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破界与融合，探索

构建科学性、可持续性的创新发展生态，为国

际合作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本次论坛由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北京

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

北京市海淀区人才工作局、北京市海淀地区海

外联谊会、北京市海淀区归国华侨联合会承办，

获得北京大学工学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中关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欧亚论

坛等单位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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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动态

12 月 28 日，北京广东五邑侨乡海外联谊

会举办第五届理监事会就职仪式。市侨联党

组书记周景晓，市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洪

鑫，江门市政协副主席汤惠红和唐闻生、李

祖沛、李昭玲、姚坚、雷祖华等中国侨联及

有关部门老领导，中国工程院院士甄永苏、

李椿萱、冯培德等出席。在京五邑籍乡亲，

关注江门的大型企业代表，友好社团代表等

各界嘉宾以及江门五邑各区域相关领导 500
余人参加。

北京广东五邑侨乡海外联谊会举行
第五届理监事会就职仪式暨

江门 （北京）“招商引资 招才引智”
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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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鑫代表北京市侨联对大会的成功召开表

示热烈祝贺。他表示，北京五邑侨乡海外联谊

会是首都侨联社会组织中的重要一员，多年来

充分发挥地缘、乡情优势，积极聚焦中心、服

务大局，认真履职尽责，取得了显著成效。他

希望在市侨联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在有关部门

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联谊会第五届领导

班子以此为新的起点，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市委十三届六次全会精神、市

十六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精神，广泛团结联络

海内外乡亲，积极为北京和家乡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在推动新时代首都侨联事业发展、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北京篇章中贡献更大力量。

蔡华进代表新一届联谊会领导班子表

态。他表示，联谊会将继续秉承“团结、联

谊、交流、服务”的宗旨，团结一致，共同

努力，不断增强联谊会的社会影响力和会员

凝聚力，发挥涉侨社团的优势和独特作用，

为促进北京和家乡江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

交流做出贡献。

会上，江门市蓬江区、江海区 （高新区）、

新会区、台山市、开平市、鹤山市、恩平市的

驻京投促中心及联谊会港澳中心等举办了成立

仪式。会前，2024 年江门 （北京）“招商引资 
招才引智”推介会同场举办。

会 上 ， 举 行 了

第五届理事会、监

事会颁牌仪式，周

景晓为会长蔡华进

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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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举行三十二周

年座谈会，北京市侨联党组书记周景晓，党组

成员、副主席洪鑫，广东省侨联党组成员、副

主席邵瑾，潮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庄宋太，

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老领导王宋大、蔡延松、

张伟超、李卓彬、吴子勇、李克农、徐永生、

魏先铭等出席。北京市、广东省及潮汕家乡相

关部门代表，特邀嘉宾及会员近700人参加。

周景晓为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颁发捐赠证

书，并与获得热心公益奖的会员一同合影留念。

北京市侨联领导出席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
三十二周年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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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张章笋发表了致辞。他回顾了北京潮

人海外联谊会三十二年的发展历程，以及为北

京的经济发展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表示，北

京潮人海外联谊会应当带领在京潮人、潮属企

业投入到国家伟大的变革、伟大的发展事业中，

在新的经济领域，寻求发展新路子，开拓新产

业，创造新业绩。

王宋大代表老会长对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

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未来发展提

出殷切期望。

洪鑫代表北京市侨联对大会的成功召开表

示热烈祝贺。他表示，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广

泛开展海外联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用心用

情服务会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希

望，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在市侨联党组的正确

领导下，以座谈会为新的起点，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市十六次归侨侨眷

代表大会精神，广泛团结联络潮籍乡亲、潮人

社团，积极为北京和家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在推动新时代首都侨联事业发展、奋力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的北京篇章中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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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4日，“联动发展  同创繁荣”——京渝

侨联华商会交流座谈会在北京市华侨服务中心

举办。北京市侨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李登新，

重庆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侨联党组书记、主

席孟卫红等出席活动。

李登新对孟卫红一行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

介绍了北京市侨联“红色侨联”发展历程，重

点围绕首都“红色侨联”发展历程、“五个强

化”的总体要求以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服

务侨胞的工作成效和经验体会进行了介绍。希

望通过交流，加深共识、促进合作，携手为京

渝两地侨务事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孟卫红对北京市侨联、北京华商会的热情

接待表示诚挚感谢，她介绍了重庆市侨联基本

情况、品牌活动、公益项目、检侨合作等工作

成果，希望未来京渝两地侨联和华商会在多个

领域加强合作，为两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做出更大贡献。

郭俊琴会长和李仁波会长分别介绍了京渝

两地商会的基本情况和开展活动情况，分享了

为侨服务的工作经验。来自两地的企业家们纷纷

发言，围绕各自企业所处的发展领域，就科技赋

能乡村振兴、智慧停车、文化旅游、大出行、企

业出海、法律服务、医疗健康、智能制造等方面

进行充分交流。在两地侨联领导的共同见证下，

北京华商会与重庆华商会签署友好合作协议，标

志着两地华商会合作进入全新阶段。

此次座谈会加深了京渝两地侨联和华商会

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为双方未来在多领域的深

度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两会将以此次交流为

契机，凝聚侨心、汇聚侨智、发挥侨力，在服

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书写侨界合作崭新

篇章。

京渝两地侨联、华商会等30余人出席活动。

京渝侨联华商会携手 开启合作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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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

动力。”强调要把科技人才聚集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中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同时，中央人

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国际青年科技人才是推动中国科

技进步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何更好的提升国际青年科技人才吸引力并留住人才，

关系着中国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创新人才集聚地的进程。

本研究基于人才强国战略，面向全国高校抽取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在华外籍留学生作

为调查样本，分析在华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特征，并进一步实证探究影响该群体留华意愿因

素，对比分析现有国际青年科技人才聚集地的经验做法，为完善中国国际青年科技人才引进与配套

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为国际青年科技人才创新保驾护航，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提供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在国际科技人才吸引力的相关研究中，前人学者多数从不同角度分析影响人才吸引力的因素，

有研究认为专业的科研设备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能够吸引国际科学家来华工作；[1]也有研究通过经济

发展潜力、科研能力与生活条件等因素对高层次人才吸引力评估后得出南方吸引力逐渐提升而北方

逐渐下降；[2]也有学者聚焦美国华裔科技人才群体，得出认同、人力资本和国际学术流动因素是影

响该群体环流或回流的内在因素。[3]

在华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与
影响因素研究

魏华颖　李子昂　丁志艳

[摘  要]：国际青年科技人才是推动中国科技进步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探究该

群体留华意愿是提升国际青年科技人才吸引力的先决条件，也关系着中国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

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进程。本文在全国范围对在华国际青年科技人才开展调查研究，探究

在华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特征及影响该群体留华意愿因素。研究表明，学习、经济和社会融

入因素均对在华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依据国际青年科技人才能否获得中国政

府奖学金进行分组得出学习、经济和社会融入因素对两组人才均存在差异性影响。基于上述结论，

本文结合现有国际青年科技人才聚集地的经验做法，为完善中国国际青年科技人才引进与配套政策

提供参考。

[关键词]：人才强国战略；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国际人才政策

建言献策与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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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国际青年人才留华意愿的文献主要关注了经济因素、社会融入因素、国家价值因素的影

响，研究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较高的薪酬福利、就业机会丰富、外贸环境良好是在华留

学生留华就业考虑的因素；[4, 5]留学生建立的中国人朋友圈对其毕业后留在中国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6]留学生对“一带一路”倡议与自身职业发展的评价和日益完善的就业政策引导也是留华就业

考虑的重要因素。[6, 7]

综上所述，关于国际科技人才吸引力研究，现有文献更多关注国际科技人才流入，对于留华工

作意愿关注较少；且更多将国际青年人才作为整体进行研究，聚焦于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群体及其留

华意愿与影响因素研究相对较少。基于此，本研究在现有理论与文献基础上，聚焦学习因素、经济

因素和社会融入因素对影响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因素进行实证探究，深入挖掘不同因素对于

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的具体作用。

二、实证模型设计

（一） 研究思路

综合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重点从学习、经济和社会融入三方面因素探究影响国际青年科技人才

留华意愿因素。在学习因素方面，本文主要考察以下三个影响因素：（1）平均在校成绩。国际青年

科技人才具备良好的学业成绩，毕业后往往也能获得更高的学术成就，将进一步增加该群体在中国

就业市场的机会。（2）是否在中国进行过实习。实习是全方面提高国际青年科技人才在华就业能力

的重要方式，[8]能够降低其初次就业难度。（3）学习能力。一般而言，学习能力越强，其更具备留

华所需的人力资本，留华难度相对较低。

在经济因素方面，本文重点考察以下四个影响因素：（1）在华留学个人每年承担费用。国际青

年科技人才个人承担费用越高，会增加其财政负担，从而降低留华意愿。（2）留学学费主要来源。

奖学金会提升对于国际青年科技人才在华学习的吸引力。[9] （3）国际青年科技人才来源地与流入地

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国际移民倾向于选择流入比来源地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10] （4）来

源地与流入地之间的贸易联系。贸易额越高，经济联系越强，越有助于降低流动成本，带动两地人

员交流，从而促进国际人才流入。[11]

在社会融入因素方面，本文重点考察以下三个影响因素：（1）汉语水平。国际青年科技人才汉

语水平越高，其在华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都能正常完成交际，从而提升其生活便利度，提升留

华意愿。（2）中国人在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社交圈所占比例。留学生联系的中国人数量越多，说明其

在中国建立了一定规模的关系网络，能够为其在华工作、学习和生活提供一定的资源和帮助，因而

毕业后留华可能性增加。[6] （3）留学生活满意度。一般而言，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生活满意度越高，

其留华意愿越强。

（二） 数据来源与处理过程

本研究在文献分析和访谈的基础上编制调查问卷。除性别、年龄和婚姻状态等基本信息外，问

卷从居留和就业意向、社会参与与支持等视角设计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于国际人才定义尚不一致，多数研究使用学历作为国际人才分类依据。研究认为

留学生普遍取得本科或研究生学历，满足对于国际人才在学历方面设定的门槛。[12]国际留学生在国

际人才占据较高比例，且群体规模不断递增，将该群体作为国际人才的代理变量更具代表性。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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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际人才主要来源为留学生、外国专家和海外移民，后两个群体的人数与比例均相对较低，

影响变量测量的准确性。[13]关于青年人才，较多研究聚焦于年龄在 45岁及以下的样本，[14, 15]来华留

学生基本符合要求。而关于科技人才，已有研究大多根据“STEM”学科界定，即科学、技术、工

程和数学四门学科。[16]鉴于此，本文主要以在华“STEM”学科留学生作为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的代理

变量进行研究。

问卷调查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面向全国高校抽取在华“STEM”学科留学生作为调查样本，

涵盖不同类型学校和入学年份的学生，数据具有一定群体代表性。剔除相关缺失值及其他无效样

本，最终使用的样本总量为 838个。其他宏观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等数据库搜集匹配。

（三） 模型设置与变量介绍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 为随机残差项。

本文被解释变量（workinChina）是指国际青年科技人才毕业后是否有意愿留华工作，有意愿留

华工作为1，无意愿留华工作为0。
各解释变量的具体测量如下：学习因素中，平均在校成绩（score）采用问卷中设置由低到高的

五个等级来反映；是否在华进行过实习（practice）采用问卷中将进行过实习赋值为 1，未进行过实

习赋值为0；学习能力（ability）采用问卷中样本自评由低到高的五级李克特量表反映。

经济因素中，在华留学个人每年承担费用（expense）采用问卷中设置由低到高的五个费用等级

反映；留学学费主要来源（tuition）采用问卷中将奖学金赋值为 1，自费赋值为 0；国际青年科技人

才来源地与流入地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pgdp）借鉴魏浩和周亚如的做法，[11]采用调查年度流入

地与来源地的人均GDP之比来反映；来源地与流入地之间的贸易联系（trade）采用调查年度中国与

来源地之间贸易额（万美元）加1取对数来反映。

社会融入因素中，汉语水平（language）采用问卷中将至少能够使用汉语完成生活、学习、工

作等方面基本交际代表汉语水平较高赋值为 1，基本不能使用汉语进行交际代表汉语水平较低赋值

为 0；中国人在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社交圈占比（friend）采用问卷中将占比 15%及以上赋值为 1，占

比15%以下赋值为0；留学生活满意度（satisfaction）采用问卷中将满意赋值为1，不满意赋值为0。
控制变量中，年龄（age）根据问卷中样本的出生年月计算；居留时间（stay）根据样本的来华

年度计算；来华前获最高学位（status）由低到高设置；性别（gender）采用问卷中将男性赋值为 1，
女性赋值为 0；婚姻状态（marriage）将已婚赋值为 1，未婚及其他赋值为 0；两地距离（distance）
借鉴魏浩和周亚如的做法，[11]根据来源地与流入地首都之间的经纬度坐标计算后取对数得到。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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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N=838）

变  量

国际青年科技人才毕业后是否有意愿留华工作

平均在校成绩

是否在华进行过实习

学习能力

在华留学个人每年承担费用

留学学费主要来源

两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两地贸易额

汉语水平

中国人在社交圈占比

留学生活满意度

年龄

居留时间

来华前获最高学位

性别

婚姻状态

两地距离

均值（标准差）

0.7911（0.4067）
4.4224（0.6321）
0.1909（0.3933）
4.2148（0.8602）
1.4976（0.7474）
0.8735（0.3326）
6.9711（5.2183）

13.7650（1.5187）
0.5215（0.4998）
0.6826（0.4658）
0.7339（0.4422）

28.0241（4.6643）
4.4046（2.4028）
2.0358（0.7405）
0.8258（0.3795）
0.2243（0.4174）
8.6104（0.5295）

最小值

0
2
0
1
1
0

0.1551
8.8821

0
0
0

18
1
1
0
0

6.8631

最大值

1
5
1
5
5
1

36.7200
17.8073

1
1
1

45
23
4
1
1

9.8553
三、研究结果

（一） 在华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特征

1.大多数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较强。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得知，毕业后计划留在中国工作

的国际青年科技人才占比为 79.12%，其中男性毕业后的留华意愿为 79.34%，略高于女性的 78.08%；

18-29岁年龄段毕业后的留华意愿为 81.38%，高于 30-45岁年龄段的 74.45%；已婚毕业后的留华意

愿为 75.00%，低于未婚及其他的 80.31%；在华居留时间在 3 年以内毕业后的留华意愿为 76.63%，

低于 3年以上的 83.23%；汉语水平较高毕业后的留华意愿为 82.38%，高于汉语水平较低的 75.56%；

在华进行过实习毕业后的留华意愿为 88.13%，显著高于未在华进行过实习的 76.99%；中国人在社

交圈占比 15% 及以上毕业后的留华意愿为 82.34%，显著高于中国人在社交圈占比 15% 以下的

72.18%。

2.国际青年科技人才主要意向的工作城市集中于中国一线城市。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得知，国际

青年科技人才选择中国一线城市为意向工作城市的占比高达 79.79%，反映出中国一线城市对国际青

年科技人才的吸引力显著高于母国及其他国家特大城市。而中国其他城市作为主要意向的工作城市

占比9.80%，相较于其他国家城市而言也具备较强吸引力。

3.国际青年科技人才考虑留华因素更加关注个人在华发展空间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平稳状况。根

据问卷调查结果，国际青年科技人才决定是否留华工作考虑因素重要程度处于前三位的是“个人发

展机会”、“宏观经济平稳”和“中国文化”。排名后两位的是“配偶意愿”和“亲情与友情”，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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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的个人或家庭因素对于其是否决定留华工作的影响程度并不高。由此印证本文所

关注的学习、经济和社会融入三个影响因素的合理性。

（二） 基准估计结果

利用上文介绍的数据，使用二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在华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

的因素。估计结果如表 2所示，总体而言，学习、经济和社会融入因素均对在华国际青年科技人才

留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在模型 1中仅考虑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控制变量，发现国际青年科技

人才随年龄增长留华工作意愿更弱；居留时间越长、来华前获得更高级别学位的国际青年科技人才

留华意愿越强；性别、婚姻状况和两地距离均对留华意愿无显著影响。

在模型 2中加入了学习因素的相关变量。结果表明，在校成绩和学习能力均对国际青年科技人

才留华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华进行过实习的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相较未在华进行过实习的国

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更强。

在模型3中加入了经济因素的相关变量。结果表明，流入地相对于来源地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

两地贸易额越高，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越强；在华留学个人每年承担费用和留学学费主要来

源均对留华意愿无显著影响。

在模型 4中加入了社会融入因素的相关变量。结果表明，中国人在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社交圈占

比在 15%以上相较占比在 15%以下留华意愿更强；汉语水平和留学生活满意度均对留华意愿无显著

影响。

表 2  二分类逻辑回归模型

变量

年龄

居留时间

来华前获最高学位

性别

婚姻状态

两地距离

平均在校成绩

是否在华进行过实习

学习能力

在华留学个人每年承担费用

留学学费主要来源

两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两地贸易额

汉语水平

中国人在社交圈占比

留学生活满意度

常数项

模型1

-0.088***(0.029)
0.164***(0.050)
0.371**(0.170)
0.148(0.228)
0.052(0.256)

-0.248(0.173)

5.484**(1.696)

模型2

-0.092***(0.029)
0.151***(0.053)
0.296*(0.177)
0.065(0.234)
0.039(0.263)

-0.336*(0.174)
0.378**(0.151)
0.597**(0.297)
0.359***(0.103)

3.441**(1.752)

模型3

-0.095***(0.029)
0.159***(0.054)
0.313*(0.185)
0.035(0.236)

-0.047(0.266)
-0.152(0.207)
0.347**(0.155)
0.584*(0.298)

0.359***(0.104)
0.173(0.140)

-0.086(0.324)
0.054**(0.024)
0.196**(0.085)

-1.309(2.837)

模型4

-0.091***(0.030)
0.140**(0.058)
0.285(0.187)

-0.022(0.239)
-0.059(0.267)
-0.104(0.210)
0.329**(0.156)
0.514*(0.301)

0.346***(0.106)
0.153(0.140)

-0.128(0.327)
0.055**(0.024)
0.207**(0.087)
0.025(0.209)

0.432**(0.200)
0.001(0.212)

-1.476(2.856)
注：*、**、***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相应标准误，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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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影响因素的异质性分析

政府奖学金作为国际通行做法，能够吸引并资助国际青年科技人才更好完成学业，增进文化交

流，提升中国国际形象，从而吸引更多国际青年科技人才毕业后留华工作。本文根据国际青年科技

人才是否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将样本分为两类，结果见表 3。研究表明，对于已获得中国政府奖学

金群体，年龄越小、在华居留时间越长、来华前获最高学位级别越高、平均在校成绩越高，国际青

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越强；在华进行过实习的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相较未在华进行过实习的国际青年

科技人才留华意愿更强；中国人在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社交圈占比在 15%以上相较占比在 15%以下留

华意愿更强。而对于未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群体，来源地与流入地之间距离越远、来源地与流入地

之间的贸易额越高，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越强。

表 3  异质性检验

变量

年龄

居留时间

来华前获最高学位

性别

婚姻状态

两地距离

平均在校成绩

是否在华进行过实习

学习能力

在华留学个人每年承担费用

留学学费主要来源

两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两地贸易额

汉语水平

中国人在社交圈占比

留学生活满意度

常数项

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

-0.101***(0.033)
0.140**(0.069)
0.418*(0.217)
0.167(0.270)

-0.135(0.293)
0.121(0.250)

0.369**(0.188)
0.851**(0.416)
0.252**(0.121)
0.206(0.167)

0.041(0.028)
0.130(0.102)
0.060(0.248)

0.567**(0.234)
0.167(0.253)

-1.719( 3.874)

未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

-0.075(0.073)
0.152(0.122)
0.222(0.414)

-0.849(0.618)
0.411(0.896)

-0.864*(0.459)
0.157(0.302)
0.269(0.536)

0.746***(0.243)
-0.065(0.292)

0.079(0.052)
0.349*(0.189)
0.207(0.427)
0.071(0.454)

-0.387(0.424)
-2.004(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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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一） 基本结论

本文利用调查问卷数据综合考虑学习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融入因素构建分析框架，实证

探究在华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与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 总体而言，学习、经济和社会融入因素均对在华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具有显著

影响。具体来看，国际青年科技人才随年龄增长留华工作意愿更弱；国际青年科技人才居留时

间越长、来华前获得更高级别的学位、在校成绩越高、学习能力越强、流入地相对于来源地的

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两地贸易额越高，其留华意愿越强；在华进行过实习的国际青年科技人才

相较未在华进行过实习的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更强；中国人在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社交圈

占比在 15% 以上相较占比在 15% 以下留华意愿更强。

（2） 从在华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特征分析得出，大多数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

较强；国际青年科技人才主要意向工作城市集中于中国一线城市；国际青年科技人才考虑留华

因素更加关注个人在华发展空间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平稳状况。

（3） 从国际青年科技人才异质性分析观察得出，对于已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群体，年龄越

小、在华居留时间越长、来华前获最高学位级别越高、平均在校成绩越高，国际青年科技人才

留华意愿越强；在华进行过实习的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相较未在华进行过实习的国际青年科技人

才留华意愿更强；中国人在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社交圈占比在 15% 以上相较占比在 15% 以下留华

意愿更强。而对于未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群体，来源地与流入地之间距离越远、来源地与流入

地之间的贸易额越高，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越强。

（二） 政策建议

在新时代的国际舞台上，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青年科技人才的力量，同样中国科技创新

的进步也离不开世界青年科技人才的参与。结合实证研究与其他国际青年科技人才聚集地的经

验借鉴，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 给予在校外籍科技领域留学生实习锻炼机会，全方位提升就业能力。研究结果表明，在

中国学习期间进行过实习的科技领域留学生选择毕业后留华工作的概率相较未实习的科技领域

留学生高出 50% 以上，更体现出给予在校外籍科技领域留学生实习锻炼机会的重要性。一方面，

政府应出台政策积极鼓励校方与企业合作，开发更多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实习项目，以便未来

更好与就业衔接。例如美国加强对“STEM”专业外籍学生的职业培训，英国则资助符合条件的

研究生和研究人员进行实习和工作，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同时提升实践能力。另一方面，政

府也可以通过一系列政策倾斜，在相关研究院所开设助理岗位，定期筛选招聘留学生进行交流

实践，帮助优秀国际科技留学生便捷进入岗位参与工作。

2. 为国际青年科技人才搭建活动及交友平台，提升良好文化氛围。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

在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社交圈占比在 15% 以上相较占比在 15% 以下留华意愿更强。不难看出国际

青年科技人才的中国朋友数量越多，说明其能够适应并积极融入中国的学习工作生活环境，为

其最终留华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因此可以通过相应组织服务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生活，搭建交友

及活动平台，营造适宜文化氛围，帮助其深度融入中国生活。也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做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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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各类文化节、运动会、社区讲座等活动推动新移民与新加坡本地居民交流与经验分享，加

深双方友谊，帮助其适应新加坡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规范；同时可参考日本开展日语普及与培训

课程推动国际人才更快融入本地生活。

3. 营造国际化敬才爱才环境，给予国际青年科技人才广阔的发展空间。研究表明，流入地

相对于来源地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两地贸易额越高，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越强；“宏

观经济平稳”也是影响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工作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中国经济全面持续

增长、就业保持稳定、通货膨胀率稳定、贸易平衡的基础上，未来需要继续保持政策的连贯性

和持续性，不断推动经济平稳发展，给予在华科技领域留学生更多发展机会与信心，从而推动

更多在华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发展。中国还应加速建设国际化工作学习环境，强化平台建

设，聚焦核心研究领域，可以通过科技论坛等活动加强与海外青年科技人才的交流合作，研究

探讨其最新科研内容，同时定期邀请海内外高水平科学家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并参与研讨。目前

国内部分城市也提供了相关活动与配套设施以提升国际青年科技人才吸引力。在举办高水平活

动方面，上海通过举办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海聚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峰会，为国际科技人才搭

建合作创新平台，进而带动更多科技人才在上海开展科研工作；在工作交流环境方面，北京通

过在中关村科学城、新首钢地区、望京等地建设国际人才社区，以“类海外”生活、工作和文

化环境吸引国际人才集聚。根据国际经验，可以参考新加坡成立“国际研究人员俱乐部”举办

研究生论坛、研究项目展览等学术活动，为国际科研人员提供交流学习平台，也能向其充分展

现良好的学术环境与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完善就业创业保障体系，为国际青年科技人才工作提供有力支持。由研究结果得出，

“个人发展机会”和“自我实现”都是影响国际青年科技人才是否留华工作发展的重要因素。

来华前获得更高级别的学位、在校成绩越高均对国际青年科技人才留华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

响，也证明更多具备留华意愿的国际青年科技人才能力更强，发展潜力更大，更需给予其更多

发展空间。为吸引国际青年科技人才就业创业，目前国内部分城市也相继出台相关保障政策措

施。在创业激励方面，深圳开展海外引才和“青才汇”项目，给予优秀海外青年人才相应奖励

补贴与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在创业融资方面，珠海构建融资合作平台解决归国留学人才创业

企业融资难题；在职业资格认定方面，北京在 2023 年发布《北京市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目录 (3.0
版)》，将信息技术和科技等领域新纳入境外职业资格认可范围，认可目录增至 122 项，进一步

吸引优秀人才在京创新创业。在此基础上可以借鉴英国等地的做法，启动针对国际青年科技人

才的奖金与资助项目，激励更多海外人才参与科研项目从而发挥人才力量。同时可以在晋升环

节为国际青年科技人才开通“绿色通道”，免除过多繁杂的评价与考核，破除其与国内人才比

较时的职称职级壁垒，保证其各类资源的获取，让更多国际青年科技人才能够在中国实现个人

价值，为中国科技创新进步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贡献力量。

[注释]

[ 1 ] 魏浩,耿园 .高端国际人才跨国流动的动因研究——兼论中国吸引高端国际人才的战略[J].世
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9(01):121-146.

北京侨讯 2025.1

建言献策与调查研究建言献策与调查研究
JIAN YAN XIAN CE YU DIAO CHA YAN JIU

34



[ 2 ] 乔锦忠,汤亭,沈敬轩 .2013—2018年高层次人才吸引力的区域比较研究[J].教育经济

评论,2021,6(06):84-108.
[ 3 ] 罗发龙 .美国华裔科技人才面临的多维困境分析——国际学术流动的视角[J].华侨华

人历史研究, 023(01):36-45.
[ 4 ] 邓文怡 .基于推拉理论的来华留学生毕业去向研究[D].西南大学,2023.
[ 5 ] 汤庆园,魏雅婷 .人才强国背景下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留华就业困境研究[J].西华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42(2):86-95.
[ 6 ] 梁在,王楠 .“一带一路”背景下来华留学生毕业决策与留华意愿分析[J].思想战线,

2023,49(06):146-159.
[ 7 ] 王润野,李仁大 .中国留学生毕业回国就业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J].就业与保障,2023

(08):52-54.
[ 8 ] 向学勇,林青,段珺皓 .探究新时期来华留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路径——以中南大学实

践探索为例[J].就业与保障,2023(04):94-96.
[ 9 ] 袁李兰,杨梅 .英国留学生教育的经济收益及其原因探析[J].高教探索,2019(1):64-72.
[10] Arif I.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Unbundling the role of economic, politi⁃

cal and social institutions[J]. The World Economy, 2020,43.
[11] 魏浩,周亚如 .经济类国际人才来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兼论“加快建设世界重

要人才中心”的建议[J].中国人口科学,2023,37(05):67-81.
[12] Artal-Tur A, Pallardó-López V J, Requena-Silvente F. The trade-enhancing effect of im⁃

migration networks: New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geographic proximity[J]. Economics Letters, 2012,
116(3).

[13] 韩卫辉,韩丽丽 .国际人才流入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来华留学生的视角

[J].教育经济评论,2023,8(03):80-106.
[14] 姜国钧,宿文琳 .基于创造峰值年龄的高校科研人才管理策略漫议[J].现代大学教育, 

2020,36(6):39-45.
[15] 高瑞,王彬 .中国杰出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过程及特征——基于“科学探索奖”获得

者的履历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22,40(02):139-146.
[16] 刘亚荣,屈潇潇,陈霞玲 .未来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体系链条重构的挑战和路径[J].国

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2(08):24-33.

北京侨讯 2025.1

建言献策与调查研究建言献策与调查研究
JIAN YAN XIAN CE YU DIAO CHA YAN JIU

35



1.引言

高等院校已经成为新归侨和归国留学人员聚集的高地，新归侨和归国留学人员已逐渐成为师资

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归侨和归国留学人员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统一起来，

找准专业优势和社会发展的结合点，找准先进知识和我国实际的结合点，真正使创新创造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共同推动了高校各项事业取得新的进展，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侨联和北京市侨联一贯重视新归侨和归国留学人员工作，搭建了“特聘专家委员会”、“智库专

家委员会”、设立“中国侨界贡献奖”等平台，对于激励国内新侨专业人士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吸引海外侨界高层次人才回国创业、为国服务产生了积极和深远地影响。

医学部现有归侨侨眷、台港澳同胞及眷属600多人,归国留学人员上千余名，其中有新归侨55位

（其中两院院士 2位）和老归侨 20人。医学部党委统战部重视侨联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建带侨建”的政治要求，不断推进北大医学部侨联工作高质量发展。北医侨

联坚持新侨、老侨工作并重原则有序开展工作。侨联立足于党和国家战略发展需要，注重发挥医药

卫生专业优势，坚持双向服务、志愿服务之理念，服务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健康中国的建

设。几十年的接续奋斗和守正创新，北医侨联打造出多个具有“北大医学”特色的侨界活动品牌，

侨联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和优异的成绩，有力扛起首都高校侨联的一面旗帜。

深耕新侨和归国留学人员人才工作
推动高校侨联工作高质量发展

（北京大学医学部侨联、北京市侨联）

黄河清　荣洋　方海　师晓萌　智旭

[摘  要]：近十年来，北大医学部侨联重点关心新归侨和留学归国人员，在新侨人才工作中创

新模式。鉴于北医侨联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近年来为进一步发挥好新侨人才的优势，我们打造

了具有“北大医学”特色、每两年一届“归国留学人员创新论坛”的品牌活动。历经十载的探索与

积淀，论坛已成为了医学部侨联的品牌活动，更为归国留学人员提供了建功立业新时代的重要展示

平台。医学部侨联于 2023 年发起了 《深耕新侨和归国留学人员人才工作，推动高校侨联工作高质量

发展》 的调查研究工作，并运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方法，对于以上调查问卷数据和深度访谈、小

组讨论数据进行系统的分析，得出主要结果、结论及政策建议，完成调研报告，以提案形式向北大

医学部党委、统战部和各相关部门提出议案，以供制定人才政策时参考；同时向上级侨联部门提出

建议，以形成侨联系统建言献策和报送信息的新途径，提高侨联参政议政水平。

[关键词]：新归侨；归国留学人员；侨联工作；创新论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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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耕新侨和归国留学人员人才工作，推动高校侨联工作高质量发展”课题产出成果的交

流，进一步强化高校侨联之间联谊沟通、资源整合、畅通渠道的作用，发挥北京大学一流高校的优

势，搞活一点，带动一片。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变得尤为重

要。北京大学作为中国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不仅在国内享有极高的声誉，同时也在国际上具

有广泛的影响力。通过课题产出成果的交流，北医侨联能够进一步加强与其他高校侨联的联系，实

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从而推动学术研究和教育质量的提升。

2.创立“归国留学人员创新论坛”品牌活动

北大医学部侨联的组成具有人数多, 新侨增长快，知识结构高，社会影响大等特点。新归侨和归

国留学人员在医学部二级学院和医院的班子组成中占90%以上，其中，重点岗位和学科带头人都是近

二十年通过“千人计划”、“百人计划”、“973”首席科学家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奖

励计划”等引进的学术骨干。是学校教学、科研和医疗的中坚骨干力量和学科带头人，业已成为北大

医学建设和发展的一支重要队伍。医学部归侨侨眷中涌现出了许多杰出和代表性人士，北大常务副校

长、医学部原主任、新归侨詹启敏院士，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乔杰院士和第六医院院长、精神医

学与睡眠医学专家、新归侨陆林院士等都是侨界重要代表人士，都曾获得过中国侨联“侨界贡献奖”，

陆林院士2023年获“中国侨界十杰”称号,2024年9月当选北京市侨联主席。他们积极参政议政、履

职尽责，服务社会、为民造福，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贡献力量。

鉴于北医侨联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十多年来为进一步发挥好新侨人才的优势，北大医学部

侨联打造了具有“北大医学”特色、每两年一届“归国留学人员创新论坛”的品牌活动。归国留学

人员创新论坛始创于 2013年，到 2023年已经举办五届。每一届侨联组织各医院、各学院的 5-6位

优秀新归侨和归国留学人员代表进行主题发言，讲述他们的留学经历、回国初衷、感受和感悟，介

绍各自的研究方向、工作方法和取得的成就，论坛突出展示了他们在临床、教学和基础研究等方面

取得的丰硕成果。历届论坛的报告人中，涌现出了多位两院院士、学科带头人、中青年骨干，充分

彰显了北大医学归国留学人才的雄厚力量。历经十载的探索与积淀，归国留学人员创新论坛已成为

了医学部侨联的品牌活动，更为归国留学人员提供了建功立业新时代的重要展示平台。

“北大医学部侨联归国留学人员创新论坛”创办发展的十年，恰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的十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党和国家坚定不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全社会对人才和创新形成前所未有的历史温度。未来侨联工作将以“北大医学部侨联归国留学人员

创新论坛”为契机，进一步拓展高校侨联工作的内容，深耕新侨和归国留学人员人才工作，搭建组

织和展示平台，发挥其独特优势。让新归侨和留学归国人员在侨联组织中挑大梁、在学校发展中唱

主角、在社会中体现存在感，提高凝聚力，发挥新侨优势，助力北大医学高质量发展。

3.《深耕新侨和归国留学人员人才工作，推动高校侨联工作高质量发展》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新侨和归国留学人员，作为国家珍贵的智力资源，在各自领域积累了深厚的知识与丰富的实践

经验，为国内科研创新和技术进步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北京大学医学部深谙新侨及归国留学人员在

推动高校科研与教学水平提升中的关键作用，始终将其视为学校发展和创新的中坚力量。为了吸引

和保留这些高层次人才，医学部不断优化人才政策，营造优质的科研环境和生活保障，致力于打造

一个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创新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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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侨和归国留学人员在回国发展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种种挑战与困境。无论是

职业发展、科研条件，还是生活适应、家庭融入等方面，他们均面临着一系列现实问题和困惑。为

了深入洞察并解决这些问题，北京大学医学部侨联2023年主动发起了《深耕新侨和归国留学人员人

才工作，推动高校侨联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调查研究工作。此项研究致力于全面搜集新侨和归国留

学人员的需求、困惑及建议，旨在深刻理解他们的真实诉求，为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政策和措

施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持，以此促进高校侨联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本次调查深入探讨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归国人员在生活和工作中所面临的挑战，70名受访者涵盖

了不同的性别、年龄、学历和留学背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归国留学人员现状的窗口。归

国人员以男性为主，年龄多集中在 40至 49岁之间，这一群体普遍拥有博士学位，反映了他们在专

业领域的深厚造诣和学术背景。主要留学国家为美国，这不仅显示了他们在国际教育和科研方面的

丰富经验，也体现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就。

创新论坛是北京大学医学部侨联的代表性活动，多数归国人员对创新论坛表现出浓厚兴趣，希

望论坛能增加更多的政策宣讲、国内外工作的感悟与总结以及更长的交流讨论时间和集体活动。大

多数参与者支持新归侨和其他留学归国人员在论坛上做报告，并希望论坛一年一次，增加互动和交

流的机会。

归国留学人员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生活和工作中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需要通过多方面

的努力来克服。高校和政府部门应当重视归国人员的实际需求，提供更为全面的支持，包括改善生

活条件、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简化国际交流程序、加强医疗和教学资源建设、考虑家庭因素、优

化政策支持和侨联工作。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地吸引和留住高层次人才，推动高校侨联工作的

高质量发展，为国家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贡献力量。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深入分析，医学部侨联将进一步优化政策措施，提升服务水平，努力为新侨

和归国留学人员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推动高校侨联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4.总结

我们深入分析了新侨和归国留学人员在推动高校侨联工作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通过一系

列创新举措和实践活动，成功挖掘和培养了侨界人才的潜力，为高校侨联注入了新的活力。完善的

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为新侨和归国留学人员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和机会。

通过连续举办归国留学人员创新论坛、发送公共调查问卷、开展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

调研座谈会等方式，积极探索高校侨联工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举措。高校侨联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是一个多赢的过程。通过这些活动，我们不仅能够发挥北医侨联自身的优势，还能够带动其他高

校侨联的发展，形成良好的合作生态。高校侨联间的合作不仅能够提升各自的教育和科研水平，还

能够为社会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为高校侨联的高质量发展，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

更大的贡献。这些努力显著提升了高校侨联的服务质量和影响力，对国家的人才战略和社会发展产

生了积极的影响。

展望未来，北大医学部侨联及高校侨联将继续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加强与国内外高校侨联的

合作。我们将继续深化这一领域的工作，为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实现

高校侨联工作的高质量发展而不懈努力。通过这些举措，我们相信高校侨联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

会，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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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是浙江金华人，为躲避袁世凯及北

洋军阀的迫害，曾先后两次避居日本。

1909年，邵飘萍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

学前身）毕业后，回到故乡金华执教。教书之

外，邵飘萍坚持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成为

《申报》的特约通讯员。他酷爱新闻事业，对

报业怀有特殊的感情，有“新闻救国”之志。

辛亥革命后，邵飘萍结识了反清老报人、

《汉民日报》社长杭辛斋。两人一拍即合，邵

飘萍被聘为《汉民日报》主编。1913年，《汉

民日报》因反袁世凯被封，邵飘萍也因言辞激

烈被捕入狱。

获释后，邵飘萍于 1914年腊月东渡日本，

进入东京政法学校留学。虽然在国内办报反袁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邵飘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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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挫，但邵飘萍不改初衷，又与同学潘公弼等三人创办东京通讯社，继续进行反袁斗

争。1915年冬，他在日益高涨的反袁声浪中返回祖国，在《申报》《时报》《时事新报》

担任主笔。《申报》社长史量才十分赏识邵飘萍的才华，聘他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

者。在担任《申报》特派记者的两年间，邵飘萍采写了 250多篇、22万余字的《北京特

别通讯》，批判北洋政府。

1918年，邵飘萍与蔡元培一起创办“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举办讲习会，以期

培养新闻人才，改变当时中国新闻业落后而腐败的情况。毛泽东就参加了第一期学习。

同年，邵飘萍在北京独立创办《京报》，其言论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也不受军阀

操纵，排除干扰，针砭时弊。创刊后，邵飘萍挥笔写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勉励报

社同行要“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1919年 5月 3日晚，在北大“五三晚会”上，作为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邵飘萍发

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大声疾呼：“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

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8月，因屡屡发表揭露、批评北洋政府腐败的文章，《京

报》被当时的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第二次避居日本。

在邵飘萍第二次去日本前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

利，马克思主义开始向亚洲传播，邵飘萍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他利用在日本的时间，

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各国政治思潮，于 1920年 8月出版了两部著作《综合研究

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向国内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十月革命。

1925年，在李大钊、罗章龙的介绍下，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作了大量报道

工作。

1925年，郭松龄反奉，让张作霖狼狈不已。邵飘萍所办的报刊对张作霖进行了无情

揭露。张作霖为了封口，差人送给邵飘萍 30万元，希望邵飘萍能够替他说话。邵飘萍当

即原款退回，对张作霖照骂不误。据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女士回忆，当时邵飘萍曾对家

人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1926年4月26日，张作

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将其残忍杀害。

邵飘萍是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先驱者之一，中国新闻理论的开

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乱世飘萍”“一代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

刀”等。毛泽东在回忆对自己有影响的人物时曾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

1949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示，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文章原载于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 年 06月 25日 第 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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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林院士分享 段慧玲院士分享

任福继院士分享 刘嘉麒院士分享

中国侨联副主席程红致辞 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陈军致辞

北京市侨联党组书记周景晓主持论坛第一环节 海淀地区海外联谊会会长冒小飞致辞

▶ 侨聚智慧·智启新程 2025“侨海创新发展论坛”成功举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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