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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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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海外引进人

才支持保障机制”。这是党中央深入实施人才强

国战略，努力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

体系，稳步提升我国在全球配置人才资源能力

的重要举措。

海外人才是我国高层次人才队伍的重要来

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需要培养用好国内人

才，也需要坚持需求导向，用好全球创新资源，

精准引进“高精尖缺”人才。改革开放后，我国有

大批留学人员学成后留在海外工作，许多人活

跃在国际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高端。把这些优

秀人才吸引回来，是解决我国科技领军人才匮

乏的现实、快捷、有效的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着眼国家战略需求，不断加大海外人才

引进工作力度，越来越多的海外优秀人才回国

（来华）创新创业，对推动我国教育、科技、人才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实施

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加

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为海

外人才回国（来华）从事研究开发、学习、工作和

生活提供良好环境和服务保障，切实做到引得

进、留得住、用得好。

第一，拓展事业平台。引进海外高层次人

才，使用好是关键。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

的目的和动力，主要是国内有更多的发展机遇

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

创新创业环境和条件仍有差距。要以建设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和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为契机，

以国家重点科技创新项目、国有重点骨干企业

研发项目、高校和科研院所重点学科、国家实验

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留学生创业园等为

载体，充分发挥用人单位的主体作用，借鉴运用

国际通行、灵活有效的办法，推动人才政策创新

突破和细化落实，为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提

供良好事业平台和工作生活条件。要营造尊重

个性、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宽松环境，充分信

任、放手使用，让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干得

好、留得住，产生良好扩散效应。

第二，完善服务保障。海外高层次人才是

世界各国竞相争夺的宝贵资源。当今世界，围

绕科技制高点和高端人才的竞争空前激烈，

各国纷纷出台吸引人才的战略和政策，包括

调整移民政策、提供丰厚薪金待遇、实行优惠

的留学政策、为创业提供税收优惠等。这些

年，为改善吸引人才的条件和环境，各地先后

推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措施。要聚焦解

决海外高层次人才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在

待遇保障、出入便利、子女配偶保障等方面不

断完善相关政策，对国家急需的顶尖人才实

施特殊支持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创造拴心留

人的条件，帮助海外引进人才解除后顾之忧，

让他们安心安身安业。

第三，加强政治引领。加强对人才的政治引

领和政治吸纳，是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的重要内

容，是集聚爱国奉献各方面优秀人才的重要举

措，也是弘扬我们党联系服务专家优良传统的

具体体现。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毛泽东、周

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自关怀和协调联系

下，钱学森等一批杰出海外专家毅然放弃国外

优裕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到祖国，成为新中国工

业、教育、科研和国防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加

强对海外引进人才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要

以思想联系为重点，加强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

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要关心海外引进人

才身心健康，真心关怀、真情服务，帮助解决实

际困难。要通过教育培训、国情考察等，增强海

外引进人才的政治认同感和向心力，实现增人

数和得人心有机统一。

                                              （据新华社）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学习 《决定》   每日问答

* 苟 海 侠 丢 失 身 份 证，号 码 为：

610303196505251662。

* 马 振 峻 丢 失 身 份 证，号 码 为：

610322199301093618。

* 王家成丢失军人保障卡，号码为：

816103221101260260。

* 陕西永陇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丢失公章一枚。

* 陕西永陇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丢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 陕西永陇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丢失合同专用章一枚。

* 陕西永陇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丢失法定代表人私章一枚，法定代表人为：梁

宝平。

* 陕西岐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丢失他项权证，号码为：岐山县房他证蔡家坡

镇字第 00697 号。

* 宝鸡市金台区昌盛悦烟酒店丢失烟草

专卖零售许可证，号码为：610303131784。

挂  失
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重大科技创新是大规模有组织的

科技创新活动，能够集中力量进行科

技攻关，解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的重大问题，对于增强国家的科技实

力、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具有重要作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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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这是

完善科技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改革举

措，将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的效能，更

好保障重大科技创新的顺利实施。

第一，优化组织机制是完成重大

科技创新的必要保障。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学研究范

式发生深刻变革，科研活动复杂性显

著增加。重大科技创新具有前沿性、引

领性、颠覆性等特点，投入大、风险高、

周期长，是系统性社会化大生产的一

种形式，必须要有强大的组织机制。同

时，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迅速，科技创新

由原来的学习型、追赶型逐渐转变为

并跑型、引领型，迫切需要优化重大科

技创新组织机制，以适应科技发展趋

势和我国科技创新工作的需要。特别

是中央科技委员会成立后，科技领导

体制和管理机制发生重大变化。加强

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发挥对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作用，强

化国家层面的统筹和布局并组织推动

实施，需要进一步优化重大科技创新

组织机制。优化组织机制，有利于发

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

势，集聚战略科技力量，调动重要创新

资源，保障重大科技创新顺利实现战

略目标。

第二，优化组织机制有利于提

高重大科技创新的效能。重大科技

创新需要大量创新资源，而创新资

源是相对稀缺的。优化组织机制，发

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

的组织协调作用，建立符合科技创新规律

的资源配置模式，有利于提高资源

配置效率，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实现

科技创新效益最大化。重大科技创

新往往涉及多个部门、领域、团队和

学科，优化组织机制，有利于增强创

新协同性。针对不同创新任务形式，

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完善“揭榜挂

帅”、“赛马”制、“业主制”等方式，建

立起适宜的组织模式，可以系统地

提升创新效率。通过优化组织机制，

可以进一步促进科技产业的融合，

增强科技创新对产业和经济的源头

供给能力，加快成果转化，尽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

第三，优化组织机制必须解决好

重大科技创新实施中的突出问题。当

前我国重大科技创新实施中还存在国

家战略需求和市场需求转化为重大科

技任务的机制不健全，多元化资源配

置格局尚未形成，战略科技力量组织

动员以及产学研、部门间、领域间的协

同不够等问题，亟待通过优化组织机

制解决。一是加强统筹布局，完善需求

导向和问题导向的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选题方式，建立将企业、地方符合国家

战略需求的项目纳入国家科技计划体

系的选择机制。二是完善科技创新全

链条联动机制，建立科技创新重点领

域一体规划和部署机制，统筹部署创

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建立贯

穿全链条的多部门联动实施、接力实

施工作机制。三是探索建立重大科技

任务分类管理组织模式，针对不同领

域、目标和特点，选择合适的部门、地

方、总承单位和业主单位负责实施。四

是加快转变科技资源配置方式，探索

建立市场驱动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机

制，实现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创新主

体有担当的有机统一。五是强化任务

实施督查、动态调整和考核验收，设置里程碑

节点，引入科技项目监理机制，强化对主责单

位、专业机构监督管理。同时，发挥社会监督

作用，形成内部管理与社会监督相互促进的

管理模式。

 （据新华社）

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
有哪些主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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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点进直播间，连续直播数

十小时却依旧精神抖擞的主播还在

滔滔不绝推荐产品，并且在反复介绍

产品特性的同时，穿插着与观众的互

动。如果不是屏幕角落的一行小字，很

难发现这名不知疲倦的主播实际是

数字人。

近期，“数字人带货”概念再度火

爆，不少头部平台纷纷推出数字人主

播。在AI技术加持下，低成本的数字人

成为电商竞争的又一赛道。但数字人

带货，真的能带火吗？

批量化“制造”主播时代来临
不久前，某知名企业家的数字分

身“首秀”在一片红海的电商领域又激

起浪花。“上链接前必须给大家一些小

惊喜。”“来，咱们直播间评论刷起来。”

这场直播不到一小时就吸引超两千万

人次观看，“数字人带货”这一概念再度

被炒热。

近两年，AI技术的蓬勃发展让越

来越多数字人走入直播间。

通过接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

术，再根据商家需求和产品特点进行

调校，一名不知疲倦、反应迅速的“主

播”便应运而生。“目前头部厂商竞相争

逐的数字人，大都属于此列。”天津灵境

智游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程洪志说。

不需场地、不需事先排演、简单输

入内容就能开启直播，批量化、低成本

“制造”主播的时代已经来临。

天眼查数据显示，2023年“数字

人、虚拟人”相关企业已达99.3万余

家，其中超过40万家是2023年新增，

同比涨幅达到42.3%。

今年“618”期间，不少电商也将数

字人作为推广手段。根据京东数据，其

云言犀数字人在超过5000个品牌直播

间亮相，直播累计时长超过40万小时，

吸引超过1亿人次观看，互动频次高达

500万次。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

数字人带动的产业市场规模和核心市

场规模分别为3334.7亿元和205.2亿

元，预计2025年将分别达到6402.7亿

元和480.6亿元。

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 2024 中国

虚拟数字人影响力指数报告认为，

AI 技术的广泛介入极大提升了数字

人的交互能力、内容生成能力及智能

化水平。“未来数字人可能成为AI 技

术的具象化载荷，有望在更多领域发

挥重要作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

院教授沈浩说。

从“心”到“芯”，能否让消费者放心？

数字分身优势何在？
“少则几千块就能完成整套虚拟

形象的设计，加上一般的直播设备也

不过万元。”程洪志表示，数字人直播

带货在创意创新、成本控制等方面具

备优势，其中商家最看中的便是“低成

本”。与真人主播团队在培训、薪资等方

面的支出相比，数字人直播只需一台

电脑和一名运营，可大幅降低成本。

尽管优势显著，但在实际投用过

程中，“水土不服”的现象也难免发生。

“总觉得怪怪的。”“主播是真人吗？”在

数字人直播间，不时飘过的弹幕，体现

着不少消费者的心态。

一些数字人在外观上“以假乱

真”，但想要跨越“心”与“芯”的距离，并

不简单。

“太标准了，说什么都是一个模

子，还容易出现驴唇不对马嘴的情况。”

某平台店铺商家刘雪颖在试用数字人

主播后，决定再观望一阵。“尤其是面对

一些具体问题或客诉的时候，基本需

要依靠人工。”

更重要的是，真人主播对观众的

情感陪伴难以被数字人替代。“有很多

主播都会记得老顾客并互动，被真人

关注的感觉是AI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一名消费者直言。部分头部直播间负

责人表示，良好的品牌商誉依赖日常

的情感与信任积累，他们对投入数字

人主播仍持谨慎态度。

在AI生成形象愈发真实清晰的

当下，主播身份无法分辨，成为在售假

违法后确认主体明晰权责的主要困

难。此外，也有网民“吐槽”称，在数字人

直播间买到假货，想要退款索赔却“人

去楼空”。

上海澄明则正（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慧磊表示，数字人在减轻中小

商家运营成本的同时，也给部分违法

者提供了“空子”。技术企业提供从账号

创建到直播技术支持的整套服务，部

分不法商家提供文案并选定形象，就

能无需固定场地、快速直播、收钱跑路。

另外，未经授权传播和使用虚拟

数字人，还可能涉及侵权问题。刘慧磊

表示，定制数字人模型时，如未经他人

同意而使用真人姓名、声音、肖像等，有

可能涉嫌侵犯他人的人格权。克隆声

音、语音合成等相关技术，同样也有侵

犯知识产权的相关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直播间使用

数字人主播，却并未对消费者做任何

提示。去年5月，抖音提出发布者应对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显著标识，帮

助用户区分虚拟与现实，并严禁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创作、发布侵权内容。微

信、B站、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也相继发

布相关规定，但规范效果仍不及预期。

未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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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促

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

度，对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构建

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

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

等作出新的部署。

不少专家预测，数字人相关技术

将以加速渗透的形式，走入生活的方

方面面。以电商为切入点，使AI技术更

好用于促进消费和行业扩容，几方面

工作仍有待推进。

刘慧磊表示，不同于传统直播带

货，数字人的介入使得法律责任归属

变得模糊。他建议，应在法律实践中区

分商品本身的生产者、经营者与AI数

字人运营者、技术提供方在产品责任

中的不同地位，划清责任边界，才能有

效保护消费者利益，也为技术良性发

展提供指导。

6 月 24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部门印发《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

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提出在

明确标识和规范监管的基础上，探

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虚拟现实

（VR）全景和数字人等技术，拓展电

商直播场景。

7月1日起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实施条例》对此也作出规范：经营

者通过网络、电视等方式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的，应当在其首页、视频画面、语

音、商品目录等处以显著方式标明或

者说明其真实名称和标记。

程洪志建议，一方面，直播平台应

在显著位置增强对消费者的提示，并

将数字人告知等列入直播条款，从源

头约束相关方。另一方面，应强化对于

直播搭建者的资质审查，建立相关人

员黑名单制度，减少依赖数字人技术

“改头换面”的情况。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沈阳等

专家表示，伴随大模型技术发展迭代，

未来数字人的性能将更加强大，“直播

的实时性，对于数字人及背后大模型

内容生成的严谨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这将反哺技术成长。”

沈阳等专家认为，数字人行业也

需不断提升智能交互能力，通过明确

的品牌形象和个性、长期稳定的优质

内容输出，逐步建立用户信任。头部企

业在促动消费的同时，应注重过程中

的优质数据分析与技术的优化迭代，

做好基层技术与消费市场的相互拉

动、共同成长。           （据新华社）

数字人带货，能带火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