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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创新的表现及着力点

与城市更新主要是指城市改造不同，城市创新

是指依靠科技、知识、人力、文化、体制、管理的动

力，促进城市调整改造升级并实现创新发展的过

程。当前，城市创新往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强城市的创新能力

城市在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组织下，释放创新

潜力，营造创新环境，汇聚国内外创新资源，不断改

造传统产业和业态，运用新技术、新材料、大数据，

促进网络空间、物理空间和生物空间高度融合。强

化创新基础建设，高度重视创新人才的培育和延

揽，重视前沿技术的研发与转化应用，搭建好与国

家创新体系、产业创新体系、社会创新体系紧密衔

接的城市协同创新机制。

（二）推动城市功能的更新

城市功能更新也应是城市创新的重要内容。

它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手段，以降低成本、提升效

率、提高宜居程度、增强城市居民文化归属感（我的

城市、我的家园）为目的。主要做三件事：一是提高

城市规划的创造力，通过战略规划、空间规划来引

领城市发展方向并设计走向未来的路径。二是城

市基础设施与公共管理的现代化，包括智慧城市建

设，放松政府管制，知识产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信用

体系建设，宜居的生态环境等。在管理上，要注重

通过精细化来提升城市的品质。三是住房保障和

资源优化配置，调控好房价，避免畸高的住房成本

对人才和资本产生挤出效应。通过上述措施，使市

民享受到“低商务成本、高品质生活”的福祉。

（三）唤醒城市的消费

创新城市消费方式和模式，增加城市的时尚元

素，通过开放和发展旅游、文化、创意、休闲度假等

产业，提升城市的国际化程度，使中心城市首先成

为区域和国际化的“消费中心”“时尚中心”。

（四）积极应对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随着长期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的显现和人的健

康生命周期的延长，我国已进入严重老龄化社会，

我国的城市、市场、产业和制度并未对其严峻性做

好准备。要在适老型城市规划、养老产业发展、护

理与培训、儿童教育等方面早做筹划。目前，我国

在制度设计上还有缺陷，要积极探讨将现有养老、

医保与市场保险相结合，建立适应国情的健康、医

养、护理保障体系。

（五）形成有归属感、认同感和感染力的特色城

市文化

妥善把握历史及现代的关系，挖掘、保护、开

发、利用历史遗迹遗址及文化资源，注重发挥各类

博物馆在文化传承方面的纽带作用，增强民众文化

生活参与度和对城市文化的体验感，严控有违和感

的建筑与社区建设。

我国的城市应在利用新技术、新管理推进城市

创新、更新上步子再大一点。这样一能促进有效需

求，二能激发有效供给。在拉动投资、促进消费的

同时，更能把科技进步的成果和政府改革的效果变

成城市居民的福祉。

二、城市创新应着力破除人力资源瓶颈

产业和城市的创新发展，新旧增长动能的转

换，必然引起人力资源结构与供需关系的一系列深

刻变化。从需求侧看，一些快速发展的新经济、新

动能行业，求人倍率（统计周期内有效需求人数/有

效求职人数）显著偏高。

实际上，一些技术含量不高，受新技术革命冲击

较小的传统产业的求人倍率也出现了升高的趋势。

城市创新与人力资源瓶颈分析
◇张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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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短缺、人力资源甚至是一般劳动力的紧

张已成为一些城市和地区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

少城市纷纷出台吸引人才的“抢人大战”措施，这释

放出的人才紧缺“恐慌”情绪，更说明发展到今天，

人力资源已成为制约我们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从供给侧看，有三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一是新技术的普遍应用，是否会对现有工作岗

位产生大规模替代？二是如何引导就业人员顺利

实现“工作性质变革”？三是如何判断少子老龄化

时代对人力资源供给的影响？

对第一个问题，事实上，一个多世纪以来，包括

“机器人”在内，技术进步创造的工作岗位往往大于

其淘汰的岗位。

从全球角度看，发达国家的就业从制造业部门

向服务业部门有所转移，而东亚国家、中等收入国

家工业就业岗位还是上升的。

对于目前比较活跃的平台经济来讲，它的兴起

使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对更多的市场人口产生

影响，个体和大量中小微企业只需要宽带就可以在

线上交易商品、服务及开展线下的相关物流与服

务。这种看似无实体的规模化经济，为工业区外的

数千万人创造了经济机遇。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如何面对并实现“工作性

质变革”？对很多城市、企业和职工来讲，这一问题

需要认真对待。技术进步在推动企业发展的同时，

对企业员工的技能要求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对重

复性工作技能的人员的需求会逐步下降；二是对非

重复性认识技能和对社会行为技能（沟通、协同）认

知较好的人员的需求会逐步上升；三是对不同技能

类型组合能力强的人员的需求会明显增加。这就

要求企业，也要求员工自己要不断加强技能的调整

和提升，学习能力和团队精神对适应工作性质变革

非常重要。

从学习的意愿和受教育程度这两个客观条件

看，企业年轻职工或城市年轻人口越多，其对技术

进步及工作性质变革的适应性越强。而职工转换

工作性质的能力，也往往体现出城市和企业的创新

能力。换言之，哪座城市汇聚、积累了大量年轻人

力资源，这座城市就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力。

第三个问题，即关于我国进入少子老龄化社会

后的人力资源供给问题，是当前广受关注的问题。

在我国适龄就业总人口仍保持稳定或低速增

长的情况下，我们的矛盾主要出在结构上，即每百

万人中的劳动年龄人口会持续下降，而老龄人口会

迅速上升，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社会赡养负担会

显著增加。

在城市不断创新的进程中，如何破解人力资源

瓶颈，这里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提高城市汇聚、积累年轻人力资源的能力，

包括兴办教育、培训，鼓励创新，发展新兴业态等，将

城市打造成吸引年轻人成就事业的一方热土。

二是提高城市中企业职工的学习能力，吸纳更

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就业，鼓励企业在技术进步的

同时，使自己的职工能通过学习培训更好地适应技

术进步。

三是加强政府对企业发展职工教育和学习培训

的引导，同时政府应通过加强投资等措施帮助企业

搭建人力资源培育平台。鼓励企业在稳定与职工的

劳动关系的同时，用社会契约的办法，规定其对职工

能力提升和长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义务。

四是积极研究制定延迟退休的政策，运用社保、

医保等措施，激励60 岁以上的健康老人自己选择是

否继续为创造社会财富和家庭幸福而继续工作。

五是高度重视对现有高端人才的价值挖掘，注

重提供现有高端人才历练的机会，有针对性地开展专

业性的高端培训，出台与岗位和业绩配套的激励措

施，有效发挥现有高端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六是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商务成本，改善人居

环境和公共服务，为扩大就业创造条件。

七是提高开放程度，引入人才，特别是要鼓励

国际化程度高的城市，学习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

的经验，通过扩大留学、研修、移民、放宽签证等途

径和措施引入国外人才。

作者简介：张大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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