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 07
2024年09月03日星期二编辑：赵玲玲校对：王培娟美编：王祯磊

新加坡“通商中国”主席李奕贤：

搭建人才交流桥梁 深化中新企业合作
乌兰琪琪格

2024年是中国与新加坡建交
的34周年，中新双方合作领域正在
不断扩充，并展现出越来越强大的
活力和韧性，两国企业携手开拓

“一带一路”市场，在基础设施、金
融科技、法律服务、第三方市场合
作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中新双方
经贸合作持续深化，人员往来和经
贸交流日益频密。

在此背景下，作为新加坡的一
个非政府、非盈利性组织，“通商中
国”成立17年以来，始终致力于搭
建中国与新加坡的桥梁，促进中新
多方位的交流与合作。据介绍，

“通商中国”2007年成立，其宗旨是
要让新加坡各界人士更好更全面
地了解中国，并加强新加坡与中国
的联系以及造就一批双语双文化
的中流砥柱。

近日，《中国企业报》中企视讯
深度对话新加坡“通商中国”主席
李奕贤，深入讨论中新两国企业在
经贸、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合作与发
展。

搭建中外桥梁，“通商
中国”应运而生

李奕贤曾担任新加坡贸工部
兼国家发展和人力部高级政务部
长多年，积极促进新加坡与中国、
中东和俄罗斯的经济交流、国际贸

易及投资。他从2016年起担任新
加坡通商交流合作促进组织“通商
中国”的主席，致力于进一步搭建
新加坡联系中国与世界各地文化
和经济的桥梁。

李奕贤分析，“随着中新两国
间文化与制度差异的认识加深，我
们意识到需要通过系统性学习来
增进相互理解。中国是一个快速
发展的巨大市场，对于新加坡来
说，了解中国对于未来的经贸合作
至关重要。”

“在过去30多年里，新加坡和
中国在深化双边合作、增加相互了
解与信任方面都付出了巨大努力，
建立了独特的合作机制，确保两国
合作互利共赢、务实创新、与时俱
进。”李奕贤表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商中国”
在中新双方的合作中扮演更重要
的角色，其作用也扩展到了支持中
国企业出海，尤其是前往东南亚市
场。过去一年中，“通商中国”举办
了约100场各类论坛、解读会、分享
会与专家会议，为新加坡企业和个
人解读，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市场
的宝贵机会。

培养未来“领导者”，
赋能年轻一代成长

对“通商中国”而言，年轻一代
是其重要的服务对象。“因为他们
是未来的领导者，我们致力于培养

他们，创造机会让他们相互认识并
建立友谊，未来探讨更多合作机
会。”李奕贤表示，为学生的未来发
展和个人成长赋能，亦是“通商中
国”的核心使命之一。为此，“通商
中国”于近期推出了奖学金项目，
旨在吸引中国优秀的初中毕业生
来新加坡就读高中。

针对青年群体，“通商中国”则
推行了青年实习计划，旨在为即将
毕业或刚毕业的大学与大专生提
供在中国不同城市的企业实习六
个月的机会。“每年我们派遣500
名学生前往中国，同样也有500名
中国学生来新加坡的企业实习。
通过亲身体验当地的生活和工作
环境，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各自
国家的文化和职业发展。”李奕贤
表示。

此外，“通商中国”也关注30至
50多岁的企业家群体，每年为他们
举办研修班。“目前，研修班成功
举办了10届，形成了一个超过200
人的社群，并成立了自己的校友
会，他们经常组织活动，共同探讨
各个行业的发展机遇。”李奕贤介
绍，针对年轻的准企业家开设的

“东游记”项目，也为参与者提供了
直接接触中国重要经济城市的机
会，并帮助他们建立广泛的人脉。

持续扩大会员规模，
培养各类“新中通人才”

“通商中国”还致力于培养既
了解新加坡又熟悉中国的“新中通
人才”，通过一系列的品牌项目，为
企业发展和个人成长赋能，推动中

新两国的紧密交流与合作。
作为“通商中国”的年度旗舰

活动，国际会议“慧眼中国”环球论
坛寓意“以敏锐的洞察力解读中国
的发展趋势”，邀请诸多熟悉中国
事务的专家学者与商业领袖，对中
国的未来发展和行业机遇分享真
知灼见。据介绍，“通商中国”采用
的是受邀会员制，目前有超过130
家会员，李奕贤表示，“无论是哪国
的企业，只要在新加坡设有公司，
我们都欢迎它们。”未来，“通商中
国”计划继续扩大会员规模，以深
化中新两国间的交流与合作。

与时俱进，深化中新
企业合作

谈及中国企业的“出海”战略，
李奕贤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
业选择新加坡作为出海的起点，这
对双方都是一个积极的趋势。”

对于中新两国企业进行贸易
往来，李奕贤强调了几点关键因
素：首先是加强语言沟通；其次是
加强实地考察，亲自访问对方国家
可更准确地了解当地市场环境和
文化背景。此外，促进行业交流，
通过行业协会等渠道促进两国企
业在特定行业的合作。

放眼未来，“通商中国”计划通
过与时俱进的学习方式，进一步推
动两国在经贸、教育和文化等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企业报》中企视讯总编辑乌兰琪琪格与新加坡
“通商中国”主席李奕贤（右）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校长（产业）、新加坡工程院院士、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理事会理事长蓝钦扬：

与产业界开放合作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王奥博

为国内外企业强化交流合作
搭建平台，有力促进国际产业要素
流动，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
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校长
（产业）、新加坡工程院院士、中新
国际联合研究院理事会理事长蓝
钦扬在讲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的科研变革时强调，应聚合“产政
研”发力，让科研成果转化在促进
产业发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蓝钦扬表示，作为亚洲顶级
高等院校，南洋理工大学正以开
放的姿态，积极与全球领先的大
学和产业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创建交流平台，进一步与包括中
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科
技合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新
引擎。

拓展中新两国科研
创新合作

蓝钦扬强调，要深化企业、大
学和政府间的合作机制，以研发
创新为轴，拓展跨学科合作、多行
业参与，做好资源的联通和链接，
不断补链强链增链。

南洋理工大学作为一所世界
一流的科研密集型大学，多年来已
与中国达成了系列合作硕果。其
中，“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便是与
中国地方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积
极开展教育合作的一大实践成

果。蓝钦扬表示，中新国际联合研
究院非常成功，已产生了多项专
利，孵化了多家企业并期待与更多
的全球合作伙伴建立伙伴关系。

据介绍，南洋理工大学在基
础研究和转化型研究方面双管齐
下，同时注重与产业界建立合
作。目前与全球产业界建立了广
泛合作，以大学-产业界合作模式
推动转化型研究和创新，最终实
现技术转化、专利和能力建设。
未来将通过联合研究、全球旗舰
项目以及人才发展，进一步拓展
合作机会。

多种合作模式助推
成果转化

蓝钦扬介绍，南洋理工大学
与产业界的很多合作，都以“三螺
旋合作模式”为基础。“三螺旋合

作模式”是一种三方合作模式，从
项目之初，大学、产业合作伙伴以
及公共机构就同心协力，克服艰
难险阻，将基础研究转化为商业
成果。“得益于三方参与的方式，
合作伙伴可以从不同方面作出贡
献，确保合作取得更大成功。”蓝
钦扬表示，南洋理工大学联合产
业界、政府，已与多家本土和国际
大公司成立了实验室，如新加坡
电信、纳峰科技和大陆集团等。

当前，科研业态发生变化，问
题的复杂程度也与以往不同。蓝
钦扬表示，大学必须适应变化，采
取不同的合作模式，才能为整个
生态系统增加价值。因此，除了

“三螺旋合作模式”外，南洋理工
大学近年来也开始尝试采用联盟
方式，与多个利益相关者合作，从
生产商到用户，通过测试床，将研
究从实验室推向市场。

瞄准国家战略调整
规划

南洋理工大学在多项大学排
名中都表现不俗，有五个学科全
球排名第一，分别为材料科学、能
源和燃料、凝聚态物理、物理化
学、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

蓝钦扬认为，南洋理工大学
在学术和研究界取得的地位，很
大程度上归功于学校的战略规
划。自2010年以来，学校每五年
进行一次战略规划，步调与新加
坡的研究、创新和企业 (RIE) 五年
计划保持一致。“我们借此确定重
点研究领域、未来有广泛前景的
领域及新兴研究领域。作为一所
大学，快速适应市场变化非常重
要，需要对未来趋势保持敏锐嗅
觉。”蓝钦扬说。

提升跨学科研究能力
目前，南洋理工大学的重要

产业合作都是跨学科的，并且始
终与学校和国家的战略重点保持
一致。因此，南洋理工大学特别
注重提升跨院系开展跨学科研究
的能力。

“这也是我们在与产业界的
合作中增加价值，提供更全面方
案的法宝。”据蓝钦扬介绍，学校
积极推动 STEM 领域与本校人
文、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南洋商

学院，国立教育学院的合作，取得
了振奋人心的成效。在新加坡国
家研究基金会卓越研究校园和科
技企业（CREATE）计划的支持
下，与剑桥大学共同成立“终身学
习和个性化认知中心”，来自人
文、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南洋商
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李光前医学
院以及工学院的专家们汇聚一
堂，发挥自己的专长，推动该中心
在学习科学领域获得了极大
认可。

多举措吸引留住人才
在蓝钦扬看来，人才是南洋

理工大学科研战略的基石，因此
学校非常注重吸引能推动科研发
展的优秀人才。

为吸引和留住人才，学校采
取了多种举措，例如校长博士后
奖学金、南洋助理教授计划等资
助计划，为来自新加坡和全球各
地的新晋科学家、工程师和学者
提供在南洋理工大学开展科研活
动的机会。

还有一些全国性的人才计划，
如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产业研究
生计划和新加坡国际研究生奖，旨
在建立一个科研生态社区。此外，
南洋理工大学积极为教职员工和
科研人员提供发展机会，鼓励他们
参与产业合作，为教授和科研人员
在创业、技术转移和技术产业化等
方面提供多方支持。

蓝钦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