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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因此，应以青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对外口岸、主要

的产业园区等核心区域为重点抓手加大信息基础设施，

积极推进5G、千兆光网、IPV6、物联网及卫星互联网建

设，全面升级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加快布局安全先进的

算力基础设施。加快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积极稳妥

发展人工智能数据安全体系。融合新型基础设施以及创

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随着青海地区

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备，基础设施的布局和结构的优化成

为需要重点关注的主要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与

周边沿线地区重大战略骨干通道建设和连接，不断畅通

城市内部交通网络等相关设施，着力构建四通八达、内

畅外通，接通南亚、中亚、西亚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并促进传统基础设施网络改造升级，构建现代化的

交通及能源设施网络，提高其综合交通运输能力。

第三，促进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

具有重要的“乘数效应”。十年来，虽然青海地区的基

础设施水平有了大幅提升，但是其“乘数效应”还没有

完全发挥出来，受到了一定的制约。进入新发展阶段，

顺应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潮流，迎合经济结构转型的规

律和趋势，围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扩大基础设施有效

投资、优化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支持和资源要素保障、更好发挥基础设施的协同效应，

着力创新投资机制，依靠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提高公

共服务的质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应通过促进

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让青海外

向型产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从而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应

有的“乘数效应”。

（三）推进人才交流，加快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交流是加深青海与沿线国家之间相互了解的主

要手段之一。因此，青海需要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人

才队伍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进人才交流。

一 方 面 ， 要 聚 焦 “ 高 精 尖 缺 ” 高 层 次 人 才 精 准 施

策，确保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青海省需要进

一步加强人才竞争政策，积极构建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制

度体系，持续完善人才引进、激励、融入等相关举措，

积极搭建人才交流平台、人才培养载体平台。进一步推

动产学研、内外资多主体协同创新创业发展，完善产学

研 用 结 合 、 产 教 融 合 的 协 同 育 人 模 式 ， 确 保 人 才 引 得

进、留得住、用得好。

另 一 方 面 ， 要 以 知 识 结 构 和 能 力 素 质 为 导 向 ， 加

大本土人才培养。要让本土人才积极了解国际学术最前

沿信息，与专业领域世界一流大学、机构开展实质性交

流学习，加强与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的高校合作与交流，

探索培养、访学、借调等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加快推

进应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调整相关专业的设置，结合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设置一些助益“一带一

路”建设的专业课程，培养一批国际经贸、国际翻译、

技术应用等相管专业的国际性复合人才。

“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 是 统 筹 我 国 全 方 位 对 外 开 放 的

一项长远而又重大的国家战略，给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青海应以开放、包容、积

极、合作的态度，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更好地推进青海地区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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