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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滨海新区：为人才赋能 助产业升级
马可远 朱舒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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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绍兴滨海新区管委会大门，“人才是第一资源”七个大字，镌刻在大厅之上。

作为绍兴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建设高水平网络化大城市的桥头堡，滨海新区依托“集成电路”和“高端生物医药”两个省级“万亩千亿”新产业

平台，助推绍兴产业高质量发展。

人才是打造桥头堡必不可少的因素。2021年，滨海新区依托平台优势，出台人才管理改革“20条”。不久前，绍兴发布《2022年绍兴滨海新区人才管

理改革试验区重点工作举措》（以下简称《举措》），在原有“20条”意见基础上迭代升级，推出一系列重点条款，再放人才“引育留用”大招。

滨海新区借此东风，专门成立人才发展局，建立以人才发展局牵头统筹、相关部门合力攻坚的人才工作格局，探索创新人才招引、人才评价、人才激励、

人才服务等全生命周期服务，积极争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国家和省级试点，助力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

科研经费如何使用，
是许多科研人员的心结。

过去，科研人员需提前
编制项目预算，并按计划严格

使用经费，而许多不可控的因素，导
致预算无法有效使用。而为了制定“完
美无瑕”的预算方案，也占用了科研人
员大量的时间精力。

如今，根据滨海新区制定的《试点
人才科技项目经费包干制》，探索破除
这类看得见但摸不着的“玻璃墙”。

根据试点要求，滨海新区探索“揭
榜挂帅”“赛马”“悬赏”“链主企业联合
出资挂榜”等人才和科技项目公关机
制。在“名士之乡”英才计划 B 类及以
上人才项目和市级重点科技项目试行
经费包干制，不再编制项目预算，由项
目负责人自主决定经费开支。支持能

级靠前、人才集聚的重要产业研究院、
实验室开展科研经费综合预算管理、结
余资金留归项目等创新举措。

“对科研人员来讲，包干制的推行使
得经费使用变得灵活，让我们能够走出
束缚，在科学研究中，放开手脚自由探
索。高效使用经费，也会带来高效的科
研产出，这对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都具
有积极意义。”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
者、绍兴“名士之乡”英才计划 B 类人才
庞小兵对经费包干制的落地充满期待。

除经费上给予更大自主权外，滨海
新区对科技成果所有权也进行了试
点。科研人员在工作中创造的科技成
果，其所有权一般归属用人单位，科研
人员与科技成果是“分离”的。“我们希
望在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
改革领域有所尝试，让创新人才更好地

分享成果的转化收益。”滨海新区管委
会相关负责人说。

此外，滨海新区还开展科研人员职
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试点，探索“先确权
后转化”“先评审后买断”“先授权转化

再确权”等多种方式，支持试点区生物
医药、医疗器械等科技人才创新成果率
先在室内医院开展临床试验。对符合
条件的人才创新成果可“免评审”纳入
政采云采购平台。

经费更自主 成果易落地

滨海新区江滨区

作为拥有人才计划单列权限的大
平台，滨海新区创新探索更贴合实际的
人才招引路径，加快人才落地服务，让
人才来新区创新创业更为放心。

7 月 21 日，刘博士的人才评定工
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距离他与滨海新
区第一次接触，仅仅只有一个多月时
间。“没想到进展这么快，之前我一度觉
得要到明年上半年才能完成评审。”刘
博士感慨道。

刘博士是研究生物医药领域的海
外名校博士。今年6月初，刘博士带着
生物医药相关科研成果以及配套项目
与滨海新区洽谈。“高端生物医药是滨
海新区的一大产业优势。”滨海管委会
相关负责人说道。

金风玉露一相逢，双方的合作意向
进展颇为顺利。“我们根据刘博士的条
件进行评估，协助他尽快申请绍兴‘名
士之乡’英才计划。”滨海新区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7 月中旬，滨海新区组
织专家评审团对刘博士以及项目进行
了评审，并报市委人才办审核发文认
定。“‘名士之乡’的评选，一般一年两
次，像我这样 6 月份才来接洽的，很有
可能要在2023年才能入选。”刘博士坦
言。滨海新区的高效，让他对项目落户
有了更多的信心，入驻滨海新区的高端
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也有助于他的项目
长期发展。

这是滨海新区创新人才引入机制
的一个缩影。滨海新区深刻领会
中央、省、市人才工作会议精
神，畅通青年才俊挑大梁当主
角通道。深化青年科学家

“免评审”制度，从过去倾
向于QS排名前50的海外
高校博士，转成 QS 排名
前 100 高校的海内外博
士，使得引才计划更贴近
现实。

企业作为市场竞争最
重要参与者，往往是对技术
和市场最敏感的主体。滨海
新区为此新增“重才爱才先进
单位青年人才”举荐资格，投资额
超过30亿元的重大招商项目可推荐认
定 3 名青年技术骨干为高级人才。“这

意味着，对企业非常重要的人才，可以
适当突破学历要求，获得更优先的人才
认定资格，有助于企业招
聘高水平人才。”滨海
新区相关负责人
解释说。此外，
滨 海 新 区 还
创新校地共
建研究院人
才 引 进 机
制，为全球
优 秀 博 士
入职提供事
业 编 制“ 周
转池”。科学
设 置 人 才 评 价
周期，对人才计划
支持的科研人才，青
年才俊评价周期可延长至
5年。

除了积极引进创新高层次人才，滨
海新区还十分注重卓越工程师培养。
滨海新区依托浙江大学、上海大学等在
绍高校研究院本部，开展工程类硕博士
合作培养，打造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绍
兴基地。开设中芯班、长电班等“订单
式”特色班，实行校企合作、工学交替培
养等模式。支持领军企业和高校共建
现代产业学院、工程师联合培养基地。

引才更灵活 落地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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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绍兴滨海新区管委会提供本版图片由绍兴滨海新区管委会提供））

在做好政策引导、企业松绑等的基
础上，滨海新区不断强化人才服务要素
保障，从金融支持到住房供给到子女生
活，滨海新区加快构建高品质全生命周
期人才服务体系，让人才在当地感受家
的温暖。

今年 6 月，位于越城区皋埠街道的
20 幢崭新的建芯公寓建成交付。伴随
着集成电路产业的快速发展，人才不断
涌入，造成了当地住房结构性短缺。为
此，滨海新区实施人才住房亮居工程，
每年新增人才公寓 2000 套以上。同
时，通过高效改造兰花园等现有小区，

满足各类人才居住需求。
创新创业人才快速发展，离不开金

融支持。滨海新区发挥两大百亿级产
业基金作用，支持切块资金与第三方基
金公司成立人才创业发展基金。试验
区设立 10 亿元规模的人才创投引导资
金，为初创期、种子期人才创业项目提
供金融支持。深化商业银行“人才贷”
特色产品，为人才提供 100 亿元规模的
信贷支持。

为了方便外籍人才加盟，滨海新区
建立外籍人才工作许可和出入境签证

“一条龙”联动服务机制，支持纳入市级

高层次人才目录的外籍人士办理永久
居留证。探索以工资和税收为标准评
价外籍人才，纳入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
或重点产业人才目录。拓宽外籍人士
职业资格认证范畴，探索建立过往资历
认可机制，允许具有境外职业资格的专
业人才经备案后，可依规办理工作居留
许可证明。

滨海新区更紧盯人才子女落地、父
母赡养、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关键小
事”，推动服务优化升级。“从一次性补
贴到子女教育，满足了企业人才的各方
面需求。尤其是子女就学问题的解决，
有利于人才扎根越城。”中芯绍兴人力
资源总监赵小云说，从 2018 年至今，已
统筹落实近 200 名员工的子女教育事

宜。滨海新区推广运用“绍兴人才码”，
优化地铁出行、机场通道、景点畅通、体
育场馆等优惠措施和便捷服务。

贴心高效的服务，引来一批批朝气
蓬勃的人才。截至 5 月，滨海新区新增
青年大学生数、青年博士生数、高技能
人才数，均列全市第一。2021 年以来，
累计落实集成电路人才资金 1947 万
元，“双聘”“免评”等高层次人才政策资
金 1321 万元，大学生房票补贴、住房补
贴等超过7000万元。

未来，滨海新区将进一步唱响改革
创新“重头戏”，拓宽引才聚才“快车
道”，搭建用才强才“大舞台”，营造爱才
留才“浓氛围”，积极争创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综合改革国家和省级试点。

服务全周期 温暖你我他服务全周期 温暖你我他

工程师红利，是适应高端制造和科
技行业发展的新型人口红利。作为高

端产业集聚地，如何让企业急需但不
太符合传统评判标准的专才、怪

才也能享受到人才政策红利，
滨海新区进行了创新探索。

给予用人主体人才
引育更大自主权，是《举
措》的一大亮点。《举措》

指出，支持重点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
发机构和科技领军企业申报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综合改革省级试点。入选省
级试点，意味着用人单位可根据发展需
要，自主开展人才评定工作，这是向用
人主体放权的一个重要突破。

为用好人才评价这个“指挥棒”，滨
海新区将人才评价权放归用人单位，同
时在完善人才评价体系方面，作出全新

探索。滨海新区健全以创新能力、实
绩、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构建
由企业、社会、政府三方共同参与的多
维评价模型，对人才试行“积分制”动态
管理认定，切实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
学历、唯奖项的“四唯”枷锁。其中，《举
措》明确突破学历、职称、年龄等限制对
专才、英才展开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
给予同等层次的人才政策奖励，迈出了
人才评价制度改革攻坚的步伐。

浙江工业大学绍兴研究院副院长
胡丽玲说，新条款很大限度突破了大家

对人才政策的想象，对用人主体和产业
发展都颇为有利。以人才项目自主评
审为例，她阐述了新政策将带来的改
变，“原来人才项目评定需要区、市层层
筛选，评审周期相对较长。而自主评审
不仅在评审时间上更为自由，能及时满
足人才项目对资金、场地的需求，也可
在基础条款上增加研究院条件，实现发
展需要和高层次人才的精准匹配。”

据悉，目前滨海新区已有 5 家高校
研究院、5 家民营企业正在探索人才自
主评价、职称自主评定省级试点。

评才更实际 职称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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