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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开启离岸创新人才认定和补贴申请

最最低低补补贴贴330000万万，，全全国国首首创创
本报济南3月31日讯（记者

周国芳） 新一轮“人才争夺
战”已经开始，外籍高端人才也
不例外。日前，省人社厅印发《关
于组织开展离岸创新人才认定
和引才用才补贴申请工作的通
知》，根据人才引进使用数量和
基地规模，经评审认定，分三档
给予离岸创新创业基地500万元、
400万元、300万元的引才补贴。

所谓离岸创新人才实际就
是我省各类离岸基地聘请使用
的外籍高端人才。《通知》明确，

申请范围包括我省各类企业、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组
织、个人在国（境）外建立的研
发基地、开放实验室、科技孵化
器、技术转移中心等；中央驻鲁
企业、单位在国（境）外建立的
研发基地、开放实验室、科技孵
化器、技术转移中心等。有意向
的单位可以开始上报申请材
料，于5月31日前报送。

据了解，离岸创新人才认
定的重点主要是五种类型：从
事科学前沿探索研究，具有创

新潜质的优秀科学家；推动我
省在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
产权上实现突破的创新领军人
才；帮助我省企业参与国际经
济竞争的企业家及管理经营人
才；从事战略规划、风险评估、
资本运作、产品设计、技术转移
等领域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
才；通晓国际经济金融运行规
则、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及驻在国法律制度和政策的高
端人才。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离
岸创新人才的认定采取“随时

申报，动态调整”的方式。
为什么把目标锁定在离岸

创新人才？省人社厅引智综合处
相关负责人介绍，对于外籍人才
来说，此前只有在山东本土工作
才能享受我省引进外国人才的
政策，因此，有一部分我省各类
单位的海外、国外基地直接聘用
的外籍人才就成了“政策空白”。

“这重点解决了各类海外离岸基
地直接聘用外国人才无政策依
据、无优惠措施等问题，实现人
才引进范围等全覆盖，是我省人

才政策体系的有益补充。”省人
社厅相关人士介绍。

这是全国首个有关离岸人
才引进和使用文件的落地。作
为全国首个“吃螃蟹”的省份，
山东是“摸着石头过河”。“多次
征求意见，几经修改，先后召开
不同范围座谈会6次，收集各方
面意见建议46条，并与外省市
222项海外人才引进举措进行
了对照。”省外国专家局局长张
祝秀介绍，最终形成了5个部分
共26条政策措施。

本报记者 张琪

引才
不应一哄而上
定位应更明晰

自去年5月8日西安发布23
条力度空前的人才新政开始，武
汉的“落户新政”、长沙的“人才
新政22条”、成都的“蓉漂计划”
以及郑州的“户籍改革”相继落
地。短短几个月内，包括济南、南
京、杭州、郑州、青岛、厦门、天
津、重庆等在内的二线城市，纷
纷加入这场“人才争夺战”。

在百度里搜索“人才争夺
战”，一个词条已经出现了，背
景资料、各地政策、积极意义等
一应俱全。

城市为什么都在集中引
才？因为人才决定着经济转型
升级能否顺利完成，更关系着
城市未来的竞争力。谁赢得人
才，谁就赢得未来。

到底需要多少人才？聚天
下英才而用之，“用之”最重要。
一座城市吸纳哪些人才，吸纳
多少人才，应根据城市定位和
发展规划来确定，不能贪大求
全，更不能一哄而上。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的引
才政策大同小异，无论是引才
重点、专业方向、人才类型，还
是资助形式，都相差无几。

“对于二、三线城市来说，
吸引人才尤其要找准自身定
位，围绕当地产业发展战略，制
定有针对性、个性化的人才引
进政策。在政策上最忌讳的是

‘一窝蜂’式的同质化竞争，而
是要本着对人才的真情，充分
体现出欢迎人才、尊敬人才、热
爱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意愿，
这样才能实现人才引进和留住
的可持续性。”中国劳动学会副
会长苏海南说。

目前一些城市已经表明了
倾向性，比如济南“人才新政30
条”特别强调了对于金融人才的
需求，合肥则在新政中突显出对
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的支持。

留才
软环境
比房子编制更珍贵

在今年的开年大戏《妖猫
传》里，有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历
史人物——— 白居易。关于他的
一个故事，折射出了人才和城
市的关系：白居易未成名时，到
了当时唐朝的都城长安。当时
有个叫顾况的老前辈，见到白

居易时冷冷一笑，说了句话：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寥寥数字，暗藏深意。其
实，古往今来都一样，一个地方
要吸引人才来创新创业，当然
不止“米要不贵”这么简单，除
了创业的相关优惠政策，还有
不少要考虑的事情。比如买房
子怎么办，项目落地后遇到风
险又怎么办，等等。

显然，各地想要留住人才，
就不能让白居易们寒了心。我
们现在看到各地的通常做法
是，为人才提供诱人的编制，
为优秀团队的到来进行一次
性的高规格奖励，还有的给安
家费，也有的给解决家属工
作。其实，这些在高层次人才
眼里都不是最重要的。正像有
高层次人才所言：“要寻找归

属感很难。”
这个归属感就得靠软环境

营造。专家认为，地方政府争夺
人才肯定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发
展。除去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人
才之外，相关的工作机会、生活
环境、事业平台、发展前景、公
共服务要跟上，是引进和留住
人才的重要之举。在“引得进”
的基础上，如何让人才留得住，
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不仅仅给
他们提供了发挥才能的阵地，
更重要的是让其看到了潜在的
职业发展前景，这才是留住人
才的最关键环节。

有专家建议，对待高层次
人才，要做到“精准引进”，这既
是对人才最基本的尊重，也是
对地方发展负责。因此，在火热
的高层次人才争夺战中，基层

政府不妨再多一些冷思考。

用才
没有产业基础
人才终有一天会流出

引进高层次人才不能只把
眼光聚焦在“引”和“留”上，更
要在“用好”上狠下功夫。

用政策优惠这些外生的刺
激因素来吸引人才是一方面，
但对一座城市的长远发展而
言，更重要的是能够自己培养
出城市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人
才。目前各地出台的人才吸引
政策众多，但这些政策如果不
是建立在促进当地产业发展的
基础上，很难达到引进人才的
目的。因此，一项好的人才引进
政策需要适合当地的产业政策

及产业规划，应该让人才感受
到足够广阔的发展前景。

如果一座城市没有足够
多的优秀企业，来为人才提
供完实现价值的平台，那么
城市就无法形成自己的人才
队伍，进而促进经济的持续
发展。

因此，政府一方面要为优
秀企业的入驻创造有利条件，
尤其是破除制度方面的壁垒；
另一方面，政府要努力培育创
业土壤，为本地诞生优秀企业
创造条件。总而言之，人才在一
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还
将进一步凸显，各大城市对人
才的争夺也必将愈演愈烈。引
进人才固然重要，但倘若没有
企业作为依托，引进的人才终
有一天会流出。

育才
形成良性循环
不应忽视本土自造

天下英才虽多，可抢人才的
竞争对手更多。因此，各地除了
眼光向外大力引才外，还应向内
看，进行人才培养的自我输血和
造血。

以我省的游戏产业为例，
没有自我输血能力，人才只能
外流。记者调查发现，山东游戏
市场玩家众多，掘金前景广阔，
但受集聚乏力、人才流失、资金
短缺等因素的影响，本土的游
戏公司往往守着“金饭碗”，却
吃不上“香饽饽”。

山东省电竞运动协会基于
几大游戏企业提供的数据分析
得出结论，在山东至少拥有
1500万游戏注册玩家。虽市场
前景广阔，但本地的游戏公司
却难以发展，人才也频频外流
到大城市。

相比起引进人才，自主培
养更有扎根、服务本土的意味，
尤其是对科技创新而言，“自我
造血”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有专家提出，一个城市对
人才的培养能力，更能显示出
城市的竞争力。比如，针对高
技能人才的培养，要通过系统
工程，从技术工人培养、使用、
评价、激励、保障等多方面多
管齐下。同时，教育体制要进
行相应的改革，把单一的高校
培养机制改为高校和职业学
校同步培养人才，切实提高人
才资源的多样性，形成一个良
性循环。这样才能满足各地的
实际需要。

部分资料据经济日报、北
青报、中国网等

““人人才才争争夺夺战战””的的冷冷思思考考

近来，“人才争夺战”正
密集地上演，城市求贤若渴
的姿态可喜，但难免给人留
下“一窝蜂”的印象。冷静思
考后，不妨先给“人才争夺
战”泼盆冷水。城市需要什
么人才？靠什么留住人才？
都在抢人才，哪来的那么多
人才？

争夺战

留才

育才

引才

用才

吸引人才尤其
要找准自身定位，围
绕当地产业发展战
略，制定有针对性、
个性化的人才引进
政策。在政策上最忌
讳的是“一窝蜂”式
的同质化竞争。

除去各种优惠
政策吸引人才之外，
相关的工作机会、生
活环境、事业平台、
发展前景、公共服务
要跟上，是引进和留
住人才的重要之举。

引进人才固然
重要，但倘若没有
企业作为依托，引
进的人才终有一天
会流出。

各地除了眼
光向外大力引才
外，还应向内看，
进行人才培养的
自我输血和造血。

嗷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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