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新西部·　　　　 ·2023年第8期

（三）人力资源开发不足

十年来，青海省坚持教育对外开放，积极融入世界

教育潮流。以服务“一带一路”为根本，以促进中外民

心相通和文明互鉴为宗旨，共同推进“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教育繁荣向上。随着青海省教育文化事业和医疗水

平的不断提高，青海省的人力资源开发程度有了较大的

提升。但从青海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看，青海省的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力资源的开发程度还是存在较大

的差距。由于受到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青

海省的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与发

达地区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教育投资和相关设施的投

入不足、教育理念相对滞后，人才总量不足、高端人才

缺乏、复合人才欠缺、体制不活，创新人才“引不来、

留不住、用不好”，加之青海省人才培养能力和条件有

限、跨境教学合作项目等对接不足、引进人才工作机制

欠 缺 ， 加 剧 了 人 才 缺 乏 的 现 状 ， 尤 其 是 涉 及 “ 一 带 一

路”建设过程中所需的国际贸易、专业技术人才、服务

人才和高级经济管理人才较为匮乏，这使得青海省自身

所具备资源优势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加剧了多层次人才

需求与人才结构不合理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制约青海经

济发展的突出因素。

青海地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调整高质量发展思路，大力推进经贸发展

根据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并结合青海省自身的实际来调整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

第一，在观念层面，应该进一步践行高质量发展思

路，贯彻落实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抓住重点，坚持开

放绿色廉洁的观念，促进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不断

提高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发展水平来凝聚共识，提

高自身的参与度。

第二，抓住机遇和挑战，深度融入区域价值链，不

断强化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设施构建以及合作交流，加

强政策对接，优化合作机制，同周边国家进行高效的跨

国协调，从而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可以

从各方面支持和鼓励具有青海特色的青海盐湖化工、光

伏光热、高原特色农牧、藏医药等优势产能走出去，不

断拓展合作范围。

第 三 ， 不 断 推 动 高 水 平 的 对 外 开 放 ， 优 化 产 业 结

构。青海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

需要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构建开放

型 城 市 体 系 。 以 西 宁 、 格 尔 木 等 重 要 的 节 点 城 市 为 重

点，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与周边城市群健康均衡

发展，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城市结构，助力开放型城市

体系的建设。不断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大通道的建构。

提升与尼泊尔、巴基斯坦及中亚五国等毗邻国家的合作

支 撑 能 力 。 可 以 将 尼 泊 尔 作 为 青 海 融 入 国 家 “ 一 带 一

路”深化对外开放的主战场和突破口，打造成国际合作

的典范；将融入“中巴经济走廊”作为青海开拓国际市

场的重要阵地，将中亚五国作为青海向西开放的重要战

略选择，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不断拓展与中亚国家的贸易

关系与人文交流。

同 时 ， 需 要 进 一 步 优 化 产 业 结 构 ， 加 快 推 进 产 业

“四地”建设。结合自身优势发展以技术、质量和服务

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加快推动传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构建优势产业集群，精准对接

国内国际市场需求，建立外贸外资外经与省内产业协同

发展的联动机制，形成传统与新兴产业融合、开放水平

更高的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做强做优生态农

牧 、 盐 湖 化 工 、 中 医 藏 药 、 节 能 环 保 、 清 洁 能 源 等 产

业 ， 提 升 附 加 价 值 与 竞 争 力 ， 大 力 发 展 新 能 源 、 新 材

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战略新兴产业，

提升全产业链国际市场竞争力。

（二）夯实开放发展基础，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必备条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

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④因此，我

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全面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要求，紧扣“三个最大”省情定

位，瞄准青海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所需领

域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来夯实青

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以此来推动青海更好地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

第一，进一步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进入新发

展阶段，青海应该以产业、城市和人口为导向，统筹推

进城乡、区域协同建设，不断强化以5G、物联网等为代表

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

技术基础设施，进一步融合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融合的

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创新基础设施，支撑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等来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第 二 ， 加 大 新 型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力 度 ， 优 化 基 础 设

施布局和结构。青海地区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达地

区相比具有较大的差距，制约着后期地区经济社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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