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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全国少见的优异自然环境和创业环境；这里，孕育了马云和阿里巴

巴；这里，集聚了海内外无数专家学者创业创新⋯⋯

西湖区“政产学研”合作
打造美丽人才环境 本报记者

今年，杭州市作出加快发展
信息经济和智慧经济、打造智慧
城市的重大战略决策，西湖区的
人才工作重点之一，立即转移到

“全力建设杭州的智慧产业新兴
区和全国领先的信息经济创新城
区、信息技术应用示范城区”上
来，推出并落实信息经济和智慧
经济人才引进的各项举措。

不得不承认，在智慧经济、智
慧城市人才建设方面，西湖区既
具有先天优势，实践上也是眼光
超前、起步很早、成效很大，走在

了杭州全市的前列。淘宝、支付
宝等智慧应用在西湖区的诞生，
是西湖区未来型人才与智慧经济
全新结合的最有力证明。

西湖区明确提出，要大力引进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
网等方面的高层次领军人才和高
水平创新团队，为加快发展信息经
济和智慧经济提供有力保证。

目前的西湖区，以集聚了大
量信息经济和智慧经济人才的云
栖小镇、西溪谷、杭州云谷作为主
阵地；以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

园、中国美院国家大学科技园、转
塘科技经济园、西湖科技经济园

（国家广告产业园）、西溪创意产
业园、福地创业园和文三路电子
信息街为主平台；以年度阿里云
开发者大会作为吸引智慧人才的
主引擎，强力推动未来型人才与
智慧经济实行最新最快的结合，
炼成信息化高手创业“智慧链”。
如戴云扬博士携带“三维视频内
容生产系统”项目来西湖创业，成
立了杭州南湾科技有限公司，产
品已打入好莱坞电影市场，今年

已与华纳兄弟、福克斯、迪士尼、
环球影业等世界顶尖影业公司签
订了多部影片制作合同，收入超
4000万元。

目前，西湖区最新的“智慧应
用”在民生上的成果是：“美丽西
湖”微博微信、“西湖发布”、中国
移动手机阅读基地、“社区健康
通”、信息化养老平台建设、腾讯
创业基地、阿里云创新创业基地
⋯⋯已全面展开，而撑起这一切
的背后，正是那些来自海内外的
未来型奇才高手们。

奇才与信息经济结合——炼成信息化高手创业“智慧链”

一个多月前，当阿里巴巴在美国成功上市、当马云成为中国
新首富时，杭州市西湖区，再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个一
直以来就是名人辈出、名家荟萃的名地，如今，以马云在此成功
创立阿里巴巴集团、淘宝网、支付宝证明，这里，除了有被称为

“人间天堂”的世界遗产西湖，更是海内外英才的糜集地、创业创
新的福地。马云，只是在此实现梦想的无数人才中的典型一个。

“西湖区拥有独特的资源禀赋，是著名的文教区，有浙江大
学、中国美院等几十所高校院所和 86 个市级以上研发与技术中
心。”西湖区人才部门负责人这样自豪地介绍。

近年来，西湖区坚持“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共同开发”，充分

整合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在人才开发中的互补功能，围
绕杭州市的当前中心工作智慧经济建设，合作打造人才创业“基
础链、中坚链、尖端链、智慧链”，构建起了一个促进各类人才创
新创业及可持续发展的完美生态机制。人才竞相涌入西湖区，
目前人才总量已达 33.29 万人，培育和引进“两院”院士 46 名，国
家“千人计划”人才、省“千人计划”人才、杭州市“521”计划人才
不断涌现。一个强有力的事实是：西湖区发明专利授权量连续
8 年居全省县（区）首位，多项经济指标排名居省市前列。在最
新出炉的 2014 年度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市辖区排行榜上，西湖区
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位列第13位。

早在2008年，西湖区就确立了
“将大学生融入到创业大军之中，成
为一支活力迸发的创业兴业生力
军”的工作思路，积极推动大学生创
业企业与高校、大企业等“联姻”。

“大创企业+高校”构建创业
“孵化器”。与浙大科技园合作共
建“西湖－浙大科技园大学生创
业园”，并以此为标杆向周边园区
扩展，建立了文化创意大学生创

业园和电子商务大学生创业园等
12 家创业孵化器，孵化面积达
26.5 万平方米，成功打造浙江省
首批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优化
创业软环境，依托青年创业俱乐

部（乐创汇）、创业青年交流活动
中心和凤凰创意大讲堂三大载
体，举办创业沙龙 225 期，实施

“大学生创业导师行动”计划，为
大学生创业提供培训指导和服

生力军与校企完美联姻——织造大学生创业“基础链”

西湖区很清楚自己区域内数
十家高校和数十家科研院所的无
可比拟的优势，提出并推动“让教
授成为企业家”！先后与浙江大
学、中国美术学院等高校在人才
交流培养及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
展开全面合作，积极为教授创业
创造条件，在区域范围内形成了
一批教授创办、科技领先、规模效
益的企业，创造了“一位高层次人
才、研究一项高新技术、生产一个

高新技术产品、成立一家高新技
术企业、带动一个高新技术产业”
的成功范例。

在这里，“青蓝计划”等配套扶
持政策纷纷出台。在充分发挥辖
区浙大科技园、中国美术学院国家
大学科技（创意）园、西湖科技园等
三大国家级园区和杭州数字娱乐
产业园、西溪文化创意园、转塘科
技经济园等十大各具特色的科技

（创意）园平台优势的基础上，新建

2个首批“杭州青蓝科创产业园”，
积极推动教授科技创意成果的转
化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

积极推进民营资本与创新技
术的结合，将教授们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先进技术与民营资本相
对接，推动“智本”和“资本”的完
美结合。一个典型例子是，获得
过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等很多荣誉
的教授、博导高超，是石墨烯研究
领域的领军人才。其研究成果被

美国《自然》杂志评为 2011 年最
具影响力事件；他制备出的石墨
烯气凝胶，2013 年获得世界创新
论坛“金袋鼠”创新奖。他已联合
风险投资人在西湖区打造“碳
谷”，将构建一个国际领先的石墨
烯产业链。

目前，西湖全区已集聚了教
授带团队创业企业 140 多家，成
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主战场和
科技创新的“加速器”。

智慧与财富有效融合——铸就教授带团队创业“中坚链”

随着国家和省“千人计划”的
快速推进，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全面实施，西湖区对一流海
外高层次人才愈加渴望。今年，
西湖区进一步加大人才政策扶持
力度，给予入选项目最高 1000 万
元的创业启动资金、500 平方米
的办公用房补贴、500 万元的银
行贷款全额贴息，入选国家“千人
计划”、省“千人计划”、市“521”计
划人才，给予最高 100 万元的安
家补助等资助，还对风投机构、人

才中介机构、海外人才工作联络
站等参与西湖区引才工作的单位
和部门，给予奖励。

紧盯海外领军型人才，选择
区内专业匹配、实力雄厚的企业，
促成强强联姻。美国卡内基—梅
隆大学博士宋宏伟与浙江方大通
信有限公司联姻创办方大智控科
技有限公司。公司成立 2 年多，
市场销售额已超 5000 万元，公司
收获荣誉无数，宋宏伟成功入选
浙江省“千人计划”及 2014 世界

杭商大会“青年领军人物”。
以领军人才的示范带动效应，

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这些高端
人才来到西湖区后，以才引才、以
才聚才、以才育才，以他们为核心
组建创业团队达到 68 个，总投资
6.5亿元，2013年度技工贸收入达
2.4亿元，带动3800余人就业。

对国内高层次人才的引入和创
业，西湖区同样挖空心思，绞尽脑
汁，专门拿出优质资源设立名人工
作室，吸引了潘公凯等26位文化名

人入驻，以名人资源，培育了华策影
视、长城影视等市值超百亿的名企，
名作精品不断涌现，电视剧《国家命
运》、《温州一家人》、《听风者》等作品
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现在，“尖端链”的人才集聚
效应已经显现，海内外高层次创
新创业团队，正源源不断地进入
西湖区新材料、新光电、生物医
药、物联网等领域，产生出喜人的

“葡萄串效应”，助推着西湖区经
济转型升级。

精英与产业高度相融——托起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尖端链”

转变政府职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核心议题之一。杭州西湖区通过“基础
链、中间链、高端链、智慧链”四位一体，
打造人才生态系统的一系列举措，正是
在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人才工作的有益
探索和有效实践。我认为，西湖区的实
践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找准定位，由“大包大揽”到“打造环
境”。心理学中的“过度理由效应”表明：
外在动机，例如金钱或物质奖励，会降低
一个人工作表现的内部动机。政府在人
才创业创新等活动中通过“保姆”式服务
不断地“行方便、给好处”，很可能削弱人
才自身的内部动机。因此，政府应该把
精力更多投入良好环境的营造上。西湖
区 打 造 人 才 生 态 环 境 不 仅 面 向“ 增
量”——通过更多机会、更大可能、更好
发展等心理预期来吸引人才；也同时面
向“存量”——让区域内的本土人才得以
充分成长、人尽其才。这不仅避免了“招
来女婿，气走儿子”的困境，也符合政府
职能转变背景下人才工作的自身定位。

转变理念，由“选拔任用”到“资源配
置”。“锦标赛理论”认为，一个制度内人
与人之间的相对地位及收入差距，决定
了其成员在工作中的努力程度。人才只
关注与晋升相关的考核指标；只有一个

“第一名”——零和博弈的特征造成了人

才发展中的非合作倾向。杭州西湖区通
过“基础、中间、高端”三个层次的布局，
突破了以往只关注高层次人才的局限，
把人才工作由“精英制”推向“普惠制”。
政府不再是人才锦标赛的裁判员，而是
监督资源配置的“交警”，着眼更多的是
监管市场秩序、疏通流动渠道，通过市场
机制来让人才流向最适合的地方。这一
理念不仅契合“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
其才”的思想，也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基本定位。

创新视角，由“发现缺口”到“培育机
会”。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区
域，只有看清自己的未来，人才才能越聚
越多，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智慧链”面向
的是“海内外的未来型奇才高手们”。当
各地还在费尽心思寻找本区域的“紧缺
人才”时，杭州西湖区已经在为那些未来
会粉墨登场的“奇才”们铺设舞台了。信
息经济和智慧经济无疑是最能让人“异
想天开”的梦想家的乐园，通过相关产业
的发展规划，西湖区为那些“想人之不敢
想、行人之不敢为”的“奇才”们竖起了一
面旗帜。用人才托举梦想、用梦想凝聚
人才，是政府打造人才生态环境最完美
的体现。我们有理由相信，也许马云只
有一个，但“马云式”的传奇一定会在西
湖区不断上演。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浙江省人才发展研究院专职研究员 陈思静

引才对象
获得西湖区“325”计划资助项目的

人才，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

院士。
（二）海外创新领军人才。主要指区

内企业引进的，有重大发明和重大技术
创新的海外高层次人才。一般应在海外
取得博士学位，具备较高的科技创新能
力，研发水平、成果为同行公认，达到国
际国内领先的水平。在国外知名高校、
科研院所从事重大项目、关键技术或新
兴学科的研究工作，并担任相当于副教
授以上职务的高级专家学者；或在世界
500 强企业、国际知名企业机构担任中、
高级职务 2 年以上，熟悉相关领域和国
际规则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
理人才。申报人年龄一般不超过 55 周
岁，与税收级次属于西湖区的企业签订
不低于 5 年工作或服务协议，引进后每
年在西湖区工作一般不少于6个月。

（三）海外创业领军人才。主要指带
技术、带项目、带资金来我区创办企业的
海外高层次人才。申报人年龄一般不超
过55周岁，应在海外取得硕士以上学位，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其技

术成果国内先进或能够填补国内空白，具
有产业化前景；为所在企业的主要创办人
且为第一大股东（股权一般不低于30%），
或本人投入企业的实际资金在 100 万元
人民币以上，企业实际投入资金不低于政
府资助资金，税收级次属于西湖区。

（四）国内创新创业领军人才。主要
指带技术、带项目、带资金来西湖区创办
企业的国内高层次人才。一般应在国内
取得博士以上学位或取得高级职称（或为
国家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学术带头人；
国家或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其技
术成果在国内先进或能够填补国内空白，
并且具有产业化前景。人才为所在企业
的主要创办人且为第一大股东（企业实际
投入资金不低于 1000 万元，股权一般不
低于30%），或为所在企业的股东（企业实
际投入资金不低于 2000 万元，股权一般
不低于30%），项目申报前所在企业已经
在西湖区落地，税收级次属于西湖区。申
报人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

西湖区紧缺急需的其他海内外高层
次创业创新人才，可采取个案研究的办
法引进。业绩突出的紧缺特需人才，在
引才条件上可适当放宽。

西湖区引才“325”计划西湖区引才“325”计划务,已培育出陈伟星、方毅、陈博
等一大批如今在杭州已小有名气
的创业明星。如陈伟星创立的杭
州泛城科技有限公司，已成为中
国最大的网页游戏公司之一。

“大创企业+政府+大企业”
织就创业“资助网”。西湖区出台

了《鼓励支持留学回国人员和高
校毕业生创业实施意见》等一系
列扶持政策，落实各类资助资金
2000 多万元,组织多层次的区内
企业、风险投资企业的对接活动，
引导大学生创业企业与大企业结
成战略联盟或合作伙伴。据统

计，在这片创业热土上，大学生创
业企业由6年前的46家增长至目
前的1237家，年产值1000万元以
上的大学生创业企业达 6 家，年
产值500万元以上的达10家。一
大批青年创业明星如雨后春笋般
破土而出。如毕业于浙江大学光

电系的王暾，成立了杭州赤霄科
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出拳头产
品“基于云端大数据中心和人工
智能的平面材料表面缺陷检测系
统”，志在从全球 3000 亿市场规
模中分到一杯羹，获得第三届中
国杭州大学生创业大赛特等奖。

政策名称

创业启动资金

贷款贴息

财政扶持

房租补贴

住房补贴

安家补助

鼓励企业和人才
中介引进人才

内 容

按照 A 类、B 类、C 类项目最高 500-1000 万元、200 万元、50 万元
的标准资助。其中国内高层次人才最高资助为500万元。

对有一定规模、发展前景良好、流动资金暂时不足的企业，按照A
类、B 类、C 类项目，分别提供最高 500 万元、300 万元、200 万元银
行贷款的标准，提供2年全额贴息资助。

创办独立纳税企业，前三年按上缴地方财政收入比上年新增部
分的区留成部分80%资助项目，用于企业在西湖继续投资发展。

按照 A 类、B 类、C 类项目，给予企业 3 年最高 500 平方米的办公
用房（用于企业科研、生产或经营）补贴，标准为1元/平方米·天。

给予 3 年最高 100 平方米公寓租金补贴，最高为 3 万元/年·人，2
名以上成员的创业团队给予最高5万元/年·团队。

引进并与用人单位签订一般不低于 5 年工作或服务协议的国家
“千人计划”、省“千人计划”、市“521”计划人选，分别给予 100 万
元、100 万元、50 万元的安家补助。对于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的
人才，按照上级有关文件的规定给予资助。

企业每引进 1 名国家“千人计划”、省“千人计划”，分别给予一次
性奖励15万元、10万元。
每引进 1 名区“325”计划、市“521”计划、省“千人计划”、国家“千
人计划”，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万元、2万元、3万元、5万元。
给予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一次性 50 万元和 10 万
元的建站资助；给予海外人才工作联络站按等次每年给予 3-10
万元的工作经费。

政策待遇

陈雪妙 过军

左图：国家湿地公园——西溪湿地，入驻了多位文化名人、众多文创产业人员和项目。右图：像这样入驻了众多创业创新人才和项目的楼宇，在西湖区触目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