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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投入机制 助力建设新江苏
宋义武

发，在全国率先将人力资本投资占 GDP

比重、人才贡献率等指标纳入“十二五”

规划主要指标体系，颁布江苏省中长期

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全力推进人才强

市、强县、强镇建设，出台关于加快推

进人才强校、人才强企工作意见，在全

省形成上下衔接、左右协调人才规划战

略体系。

二是坚持人才优先投入。要求各

级政府人才投入根据发展需要足额安

排，纳入财政预算，保证重大人才项目

的实施 ；鼓励高校、企业分别按照总支

出 5%、销售额 0.6% 的标准设立人才专

项资金，用于人才引进、培养、使用和

奖励等。省财政逐步加大省级人才专项

资金投入，2010 年安排各类人才专项资

金 14 亿 元，2014 年 达 到 了 18.39 亿 元，

年均增幅为 7.06%。江苏省全社会研发

投入不断增长，2010 年为 858 亿元，占

GDP 的 2.1% ；2014 年 为 1630 亿 元，占

GDP 的比重上升到了 2.5%。

三是坚持人才优先考核。把人才发

展主要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

核体系，作为领导干部述职评议重要内

容，形成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抓“第一

资源”的工作格局。强化对人才优先发

展情况的监测和评估，每年定期发布省

市县人才发展统计公报，在全国率先发

布江苏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加大人才

投入绩效考核，科学确立人才投入产出

指标体系，全面评估人才投入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突出创新创业，实施重大人才工程

在加快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江苏

省围绕创新创业实施重大人才工程，实

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高科技成果转

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三高联动”，促

进江苏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强化招才引智，发展新兴产

业。围绕江苏省重点发展的新能源、新

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等十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面向海内外招揽高层次创新

创业人才，以人才引领产业，以产业汇

聚人才，不断放大“培养引进一批人才、

发展一批企业、带动一个产业、催生一

个经济增长点”的链式效应。自 2007 年

实施省“双创计划”以来，省财政累计安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

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始终把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强省之基、竞争

之本、转型之要，各级财政不断加大人

才资金投入力度，深入推进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创新，为建设经济强、百姓富、

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提供

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围绕转型升级，促进人才优先发展

当前，江苏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

的攻坚期，省委省政府坚持抓经济工作

先抓人才工作、抓要素投入先抓人才投

入、抓第一资源先抓第一把手的理念，

深入实施科教与人才强省战略、创新驱

动战略，加快实现由依靠“人口红利”向

释放“人才红利”的根本转变。

一是坚持人才优先发展。江苏省先

后提出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才、解放科

技生产力，人才优先发展、人才优先投

入，建设苏南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推

进人才国际化等重要思想，着力构筑长

远发展的人才优势。坚持人才优先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财政收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财政支出刚性增
长。各地财政行政政法部门主动作为，勇于探索，积极适应财政工作新常态，在经费保障制
度机制方面先行先试，不断创新。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51

中国财政｜ 2015.19半月刊｜总第696期

排 26.92 亿元专项资金，资助引进 186 个

双创团队、2709 名双创人才、1993 名双

创博士，其中 14 个团队由诺贝尔奖获得

者、发达国家院士领衔。目前江苏省有

480 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其中创业

类 204 人，占全国的 29.7%。在省“双创

计划”带动下，全省实施 90 多个引才计

划，资助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2 万

多人。全省引进的双创人才中，新创办

企业 1230 家，其中 157 家成长为高新技

术企业，50 家年销售超亿元。2014 年，

全省高新技产业产值超过 5.7 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 10.4%。

二是培育领军人才，加快自主创

新。大力培育创新创业领军人才，不断

提升基础科学研究和产业技术创新能

力。以实施“333 工程”为龙头，省财政

每年安排 8500 万元专项资金，采取“项

目 + 津贴”的方式，重点培养 6000 多名

创新领军人才，2011 年以来，10 人当选

两院院士。省财政每年安排 1000 万元

“双创计划”后续培训资金，支持在斯坦

福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清华大

学等世界名校培训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着力提升他们的自主创新能力。江苏省

以领军人才为支撑，知识产权综合发展

指数跃居全国前列，区域创新能力连续

五年保持全国第一。

三是推动人才流动，深化人才合

作。以项目合作为纽带，大力推动人才

向企业、向基层、向经济发展一线流动。

实施科技镇长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

“三个挂职”，共建研发平台、共担科技

项目、共享创新成果“三项合作”，不断

拓宽产学研合作渠道，促进科研成果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力助推产业转型升

级。自 2010 年实施“科技镇长团”选派

工作以来，省财政累计安排 1.92 亿元专

项资金，支持选派 2568 名以博士为主

体的科技镇长团成员，到全省 96 个县

（市、区）挂职服务，推进基层人才、科

技工作。

坚持市场导向，创新人才发展机制

近年来，江苏省积极探索改革人才

工作的传统方式方法，尊重市场经济规

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积极整合各种社会

资源，运用市场化、数据化、社会化等

方式推进人才工作。

一是坚持人才投入多元化。为适应

江苏省社会经济发展和高层次人才队

伍建设的需求，积极鼓励高校、企业设

立人才专项资金，引导社会增加人才投

入，建立健全以政府投入为引导、用人

单位投入为主体、社会和个人投入为补

充的多元化人才发展投入机制。

二是推进人才投入市场化。充分发

挥财政“种子”资金作用，引领和撬动社

会资本向人才集聚。省设立创业投资引

导基金，成立千人计划创投中心等 404

家风投机构，管理基金规模达 660 亿元。

实施“苏科贷”、“人才贷”，近 2000 名“千

人计划”、“双创计划”、“333 工程”等培

养对象及所在企业获得贷款 20 亿元。

三是创新人才考评数据化。充分利

用省有关厅局的信息资源，构建人才考

评数据平台。以工商、社保、销售、税

收、专利、研发投入等客观数据为支撑，

推动人才工作考评由定性向定量、隐性

向显性、部门向社会转变，大大提高人

才项目遴选评审、考核评估、成效评价

的准确性、科学性。

四是加快人才工作社会化。积极探

索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人才工作方式，

逐步有序地将人才项目申报、人才评价

等职能交给人才社会组织。出台加快人

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意见，培育人才资源

服务高端企业，全面推进人才服务专业

化、社会化。

（作者为江苏省财政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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