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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外國技術制約 免墮「中等收入陷阱」

破依附育人才破依附育人才 釋釋新型人口紅利新型人口紅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二十大報告提

出，從現在起，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並且明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和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兩步

走」戰略目標。習近平多次提及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

特徵，並將「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列在第一位。

多位專家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中國式現代

化需突破外國「卡脖子」技術制約，提升價值鏈地

位。從人口規模巨大的基本國情出發，則需開發人力

資源，釋放新的人口紅利，在不斷實現人的現代化過

程中推進國家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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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教育改寫人生 窮村青年脫貧致富

◆二十大報告強調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

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
略性支撐」。圖為重慶大學
的實驗室內，研究團隊成員
進行新型硅肥研究實

驗。 資料圖片

人口規模巨大，是中國的基本國
情。14億多的人口總量，4億多人

的中等收入群體，超過2億人的技能勞
動者，超過5,000萬的高技能人才，研
發人員總量自2013年以來超過美國連
續多年居世界第一，科學家、工程師數
量全球領先，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
年限超過 10年，高校毛入學率達到
54.4%……中國人口規模巨大，一方
面，意味着中國式現代化有巨大需求、
市場和人口紅利的支撐，另一方面，中
國式現代化不是西方貧富懸殊、階層分
化、少數人的現代化，而是14億人共享
紅利和建設成果的現代化，無疑這是中
國式現代化征程必須跨越的一道雄關險
隘。

利用後發優勢吸取他國經驗
「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化的後發國家，

要實現趕超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必須
根據自身社會、經濟、自然和歷史文化
條件，充分利用自身的後發優勢，探索
適合自己國情的現代化模式。」中國社
科院經濟所研究員楊虎濤說，發展中國
家現代化具有後發優勢，即可廣泛學習
並吸取先進國家現代化經驗與教訓，再
基於自身發展進行創新；又可引進、消
化、學習、吸收先進國家的技術，減少
創新成本。中國利用這些優勢，使市場

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更好地
發揮政府作用，在中共領導下走出一條
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現
代化進程進入到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
但楊虎濤同時指出，「後發國家也容
易對先進國家產生『依附關係』，進而
被鎖定在價值鏈低端；一旦先進國家發
現自身的優勢地位有威脅，便會制約後
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
楊虎濤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說，眾多發
展中國家無法成為高收入國家，在所謂
「中等收入陷阱」中無法自拔，一定程
度上就是這種依附關係無法突破的體現
和結果。而就現代化進程而言，中國的
發展也面臨創新瓶頸的制約。雖然中國
已經成為研發人員投入第一大國、經費
投入第二大國，但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
鏈現代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受制於大量
「卡脖子」技術。這種技術依附性如果
不能有效突破，同樣直接制約中國現代
化進程的推進。因此，中國式現代化是
基於國情和優勢，突破外部制約，推進
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進程。

新增城鎮人口釋放巨大市場
「龐大的勞動力資源，今後相對優異
的人口結構，由此產生的龐大消費市
場，將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內生動力的重
要支撐和成長空間。」中國社科院經濟

所副研究員張鵬分析認為，近年中國老
齡化和少子化問題凸顯，但新型人口紅
利也在凸顯。一方面，勞動年齡人口平
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0.7年，各級教育普
及程度都達到或超過中等收入國家平均
水平；另一方面，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
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轉移，農業轉移人
口市民化政策逐步落實，人口聚集紅利
顯現。
「中國25歲至49歲青中年勞動力佔全
部人口的比例在2035年之前均高於美
國、日本、歐洲等發達經濟體，這使我
們在短期內依然享有相對較強的勞動力
資源稟賦。」張鵬說，中國青年勞動力
資本積累較快，向更高級人力資本爬升
趨勢明顯，對中國現代化推進是比較有
力的。另外，未來十年中國還有約1.4億
新增城鎮人口的消費、購房需求有待增
量釋放，國內消費市場空間潛力巨大。
張鵬指出，二十大報告為人的發展提

供有力的政策支撐。為應對老齡化、生
育率下降等問題，二十大報告提到要優
化人口發展戰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
系，降低生育、養育和教育成本。二十
大報告還強調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
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
在人口規模巨大的國情基礎上進一步培
育和擴大新型人口紅利，助力現代化進
程爬坡過坎。

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提出中國式現代化
時，將「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作為了第一
「註腳」，他在《之江新語》一書中曾指出：
「人，本質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
的人；是能動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
『單向度』的人。」貴州大山裏的孩子陳虎，
不一定能認識到這些哲學理論的知識和關係，
但他卻在國家實行脫貧攻堅政策中獲得實實在
在的幫助，並通過自身努力完成自身的成長。

免費讀職校獲補貼
陳虎是貴州省畢節市赫章安樂溪鄉青山村河

邊組村民。作為曾經的經濟落後地區，畢節是
勞務輸出型城市，留守兒童與留守老人，曾經
是當地主要人群。當地亦曾發生過多宗有關留

守兒童事件，而廣受媒體關注。
在 10 歲的時候，陳虎爸爸去世。雖然大

姐、二姐、三姐和大哥業已成家，但家中的二
哥、四姐、年邁的祖母和陳虎的生活，都需靠
媽媽一人在外打工維持。2017年陳虎的二哥
考上了大學，四姐仍在上高中，學雜費、生活
費等支出對這個貧困的家庭而言是個不小的壓
力。

保證就業養活家人
但隨着脫貧攻堅工作深入推進，陳虎迎來了

重要的人生轉折。他進入了當地一所職業學校的
「赫章班」，不僅不用掏一分學費雜費，且作為
來自貧困地區和貧困家庭的學員，陳虎還獲得各
種補貼。除了被減免的學雜費、書本費、住宿

費，像是陳虎這樣的學生每年可以接受國家和地
方各級財政補貼3,000元（人民幣，下同）。

此外，由於陳虎所學專業是電梯運營及維
護，校方還與各電梯運營維護公司簽訂了一個
名為「梯聯網」的委培協議，電梯公司每月通
過學校給每位學生發放200元生活費。加上勤
工儉學等收入，陳虎開始不用再向媽媽要錢，
並按時完成學業。

畢業後的陳虎到電梯運營公司實習，最初每
月獲得 1,800 元補貼，「轉正」後每月工資
3,500元，經過短短幾年時間，如今，在公司代
扣代繳醫保社保等費用之後，陳虎每月拿到了
近萬元工資，「加上提成和獎金，有萬五六元
啊！」陳虎自豪地說。

實際上，陳虎並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

個教育扶貧計劃的受益者。
從2013年起，貴州省各級黨政機關壓縮5%

以上的行政經費，全面實施教育「9＋3」計
劃，實行三年免費中等職業教育。從2015年
秋季學期起，貴州選擇10所省屬優質職業院
校，針對畢節市威寧、赫章兩個人口眾多、扶
貧攻堅任務較重的縣，明確從2015年起連續
三年，舉辦全免費「威寧班」、「赫章班」，
並逐漸擴展到荔波、冊亨、望謨、晴隆等縣區
市。

如今的陳虎只有一個心願，就是不想讓媽媽
在外為生活奔波，但本來答應了的媽媽卻又到
了浙江一家棉服工廠打工。只是這次母親外出
的理由，不再是生活重擔，而只是閒不住。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貴陽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福建省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
特邀研究員、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
學院副教授肖斌早前在《光明日
報》撰文認為，無論是千萬人口級
別的西歐國家，還是億級人口體量
的美國，它們既沒有在量上達到人
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程度，同時其
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訴求在質上
更是與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所蘊
含的內在要求背道而馳，這從一定
程度上恰好折射出西方國家既有現
代化模式的歷史局限。
肖斌解釋稱：西方國家從來沒有

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自身現代
化的終極目標，同時在經濟全球化
進程中建立起「中心－周邊」式的
世界政治經濟關係格局，憑藉其對
資本的控制與技術壟斷，進一步對
發展中國家進行政治、經濟、文化
等多方面殖民和控制。也讓廣大發
展中國家在普遍依附發達資本主義
國家的發展中產業分工不斷固化，
舊有的產業結構無法更新升級，喪

失社會經濟發展的自主權，並造成
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動盪。
肖斌認為，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意

味着不能盲目依賴自由市場自發性的分
散決策，必須在現代化進程中始終堅持
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如果依靠西方自由
市場下原子化個體分散決策來助推，只
能是各自為政、各行其是，最終延緩現
代化建設的整體進程。
他表示，中國式現代化旗幟鮮明
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
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
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援、引導非
公有制經濟發展，正確認識和把握
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既發揮資
本作為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又重
視有效控制資本的消極作用。因此
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意味着不能
放任資本的野蠻生長與無序擴張，
必須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他還認為，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
意味着不能將自身現代化夢想寄希望
於他人，必須在現代化進程中始終堅
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發展中國
家，中國式現代化是14億超大人口規模
的現代化，按照預期目標，到2035年中
國14億多人口有望邁入現代化門檻，屆
時將改寫現代化的世界版圖，也將重塑
世界現代化格局。
從世界現代化發展的歷史進程看，當
今世界有30多個國家、12億多人口已經
或基本實現了現代化。歐洲、美國、日
本的現代化，分別是在約7.3億、3.3

億、1.2億人口規模基礎上實現的，但這
些國家的人口總規模，也沒有中國的人
口規模大。西方社會用300多年的時間
讓12億左右的人進入現代化，而中國式
現代化從新中國建成社會主義制度算
起，計劃用100年讓14億人進入現代
化，這是史無前例的。
衡量現代化，國際上尤其強調工業化
和人的現代化，定量指標主要考量人均國
內生產總值（人均GDP）、三次產業產
值、城市化率、創新指數、教育指數等

等。美國，丹麥、瑞士、瑞典、荷蘭、德
國等歐洲國家以及新加坡等國家指標排名
前列，現代化水平最高。從人均GDP
看，上述發達國家普遍在6萬美元以上，
中國2021年人均GDP約1.2萬美元。按照
中國目前提出的目標，中國到2035年基本
實現現代化，進入中等發達國家門檻，人
均GDP應當大約提高到2.3萬美元以上；
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現代化強國，意味着中
國進入現代化國家的前列，人均GDP預
估至少提升到4萬美元左右。

中國將改寫現代化世界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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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虎已經成為所在的電梯公司的
骨幹人員。 受訪者供圖

◆專家提出進一步培育和擴大新型人口紅利。圖為河南焦作市溫縣職教中心機械加工專業教師
在指導學生進行工業機械人實操訓練。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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