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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2021 年 6 月 2 日

关于推进江苏高层次人才发展的
对策建议

摘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朱庆缘研究认为，江苏在高层次人

才资源总量上位居全国前列，但仍然存在高层次人才区域规模分

布不均、省内南北地区差距较大、行业分布不合理、人才流失严

重等突出问题。为此，建议通过推动跨区域人才交流平台建设，

加强区域间人才交流合作，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优化产业人

才结构，深入产学研合作，推动产才融合；完善人才服务体系建

设，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提升人才的归属感等多种途径，推动江

苏省内高层次人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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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注

重增长速度向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转变的新常态，而高层次的人

才作为创新驱动的重要推手，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紧紧依

靠人才。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

促进江苏省内高层次人才的发展，对实现区域发展平衡、推动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提升江苏在长三角地区的竞争优势具有重要

意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朱庆缘承担的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

苏各地区高层次人才培养与使用效率评价研究”，通过分析江苏

高层次人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推进高层次人才发展的对

策与建议。

一、江苏高层次人才发展现状

1.江苏高层次人才资源总量稳步增长，劳动人员素质显著提

升。近年来，受益于江苏颁布的“333 工程”“六大人才高峰”“专

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青蓝工程”“科教兴卫工程”“五个

一批”等一系列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和大力推进人才人事政策机

制改革的影响，江苏高层次人才资源总量保持平稳增长，就业人

员素质明显提高。截止 2020 年全省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

资源总量分别增长到 884 万人和 455 万人，较 2019 年分别增长

7.1%和 9.6%，位居全国第一，超额完成《江苏省中长期人才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制定的 712 万和 255 万的规划目标，

分别超出 24.1%和 78.4%。根据《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和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来看，2020 年每万名劳动

者中高技能人才数达 917 人，同比 2019 年增长 14 人，位居全国

首位；2019年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3311人，较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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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 168 人。

2.苏南地区人才集聚度要显著高于苏北地区，高层次人才更

倾向于向一、二线城市流动。从人才分布区域来看，由于苏南地

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都要

优于苏北地区，从而使得南京、苏州和无锡等地人才虹吸效应持

续增强，人才聚集度持续增高。据恒大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

人才吸引力排名 2020》显示，江苏南京和苏州高学历人才吸引

力指数分别为 53.2 和 37.3，在全国城市排名中分别占据第 6 名

和第 9 名的位置，但仍与上海（100）、深圳（85.3）、北京（78.7）、

广州（75.1）和杭州（69.5）存在较大差距。从人才流动来看，

苏南地区虽然在薪资待遇上与北上广深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但苏

南地区具有就业机会多、竞争压力小、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及落户

难度低等优势，从而减弱了这些城市在薪资待遇方面的影响，对

于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显著增强。据恒大研究院统计，南京、苏

州、无锡高学历人才流入量在全国人才流动总量中占比较高，分

别占据 2.8%、2.2%和 1.3%。

3.江苏高层次人才在传统产业（制造业、金融业、消费品业

和公司服务业）中的占比较高，以制造业为主的融合型数字人才

最为突出。随着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实体经济与数字经

济的深度融合，江苏融合产业人才占比超过 50%以上。据清华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上海科学技术政策

研究所、领英中国联合发布的《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与人才发展

研究报告》显示，在高水平人才方面，除了南京是以 ICT 基础产

业（与信息通信技术直接相关的行业）为主导行业，苏州、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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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常州均以传统的制造业为主导，且高层次的数字人才在这些传

统产业中占比超过 40%。江苏融合型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使得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

群将面临长三角地区周边城市带来的巨大的人才竞争压力。

二、江苏高层次人才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高层次人才区域分布不均。苏南地区具有经济发展水平高、

区域地理位置好和基础设施完善等区位优势，使得高层次人才集

聚程度高；苏北地区由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产业层次布局不合

理和基础设施有待完善等因素，高层次人才吸引力相对较差。由

此带来了现在江苏省内地区人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南北地区人

才梯度落差明显，不论是在人才规模上还是人才分布结构上，苏

北都与苏南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区域人才分布的严重失衡影响着

江苏在长三角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根据 2017 年发布的《中国区

域人才竞争力研究报告》显示，江苏人才竞争力得分为 84.72，

在长三角地区中位居榜首（浙江：83.48，上海：82.69，安徽：

72），但在人才资源（82.99）和人才环境（86.82）上低于上海

（87.57，87.82），在人才效能（82.76）上低于浙江（84.12），

这表明江苏在人才区域平衡发展方面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2.高层次人才行业分布不合理。高层次人才引进主要分布在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南京、苏州和无锡等地），集中在以东

南大学和南京大学为主的高校、江苏各大研究院、国有企业和经

济效益较好的大型企业中，而中小企业受自身条件以及政策规定

等因素的限制，高层次人才吸引力较差。根据省教育厅公布《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江苏高校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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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从行业流向情况看，就业去向人数较多的行业是制造业（占

比 11.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 6.4%）、教

育（占比 5.6%），这与江苏大力发展制造业和软件产业有密切关

系，如以制造业为主的传统优势产业引进的高层次数字人才促使

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规模增速明显，GDP 占比已超过

40%；而就业去向采矿业、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和农林牧

渔业的人数相对较少。

3.高层次人才服务体系和发展环境吸引力不足。在人才服务

体系方面，江苏人才公共服务体系和区域人才一体化平台建设尚

不完善，公共人才服务机构数量相对较少，与长三角其他地区之

间进行人才交流和信息共享等活动相对困难。在人才发展环境方

面，人才引进制度有待完善，尤其是引进人才所关心的医疗保健、

社会保障、住房和子女入学等方面问题的具体实施方案尚不完善。

从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来看，毕业生主要选择在人才服务体系和

发展环境相对较好的经济发达地区就业（江苏省内苏南占据

66.7%，省外上海和浙江则分别占 4.9%和 2.8%）。此外，江苏高

层次人才还面临着周边地区的虹吸压力，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

导致江苏人才流出大于人才流入。据统计，2018 年江苏高层次

人才流入流出比小于 1，在苏州、无锡和南京等苏南地区高层次

人才流入流出比分别只有 1.04、0.98 和 0.51，南京市人才流失

最为严重。

三、促进江苏高层次人才发展的建议

1.加快跨区域人才交流平台建设，促进区域间人才交流合作。

一是在政策上互通互惠，提高江苏省内及与长三角地区人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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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同程度，在人才政策、激励措施上鼓励省内各地区及长三角

地区人才流通共享。由于长三角地区人才竞争力存在较大差异，

经济发达地区带来的高层次人才虹吸压力，使得高层次人才匮乏

成为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发展瓶颈，可通过对口援助、培训学习

等方式，加强人才交流合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二是完善跨区

域、跨学科和跨院校的人才培养机制，加强人才交流合作。充分

发挥上海、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加强苏北地区与苏南地

区合作交流，通过联合开展重大技术攻关和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多

种途径实现可持续的协同发展。三是推动南京、苏州和徐州中心

城市的建设，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协同发展，以期减弱

经济发达地区人才的虹吸压力，减小南北区域差距，增强江苏在

长三角地区的竞争力。

2.优化产业人才结构，推动产才融合。一是政府应清楚地了

解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充分利用地区的资源优势有针对性地引

进人才，应优先选择引进符合发展需求的高层次紧缺人才。充分

发挥无锡和苏州的区位优势，承接上海高新技术产业转移，以产

业优势吸引人才。二是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引导企业加强与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一方面，可以采取“学习-实践-

再学习”的方式培养符合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实用型人才，在

满足企业人才需求的基础上实现高校科研院所的实践需求，可通

过承担企业的横向课题和组织学生开展实践活动多种方式来实

现。另一方面，推动科研单位的成果转化，既有利于克服科研单

位成果自我转换能力不足和中试资金不足的缺点，又满足企业对

人才和技术的需求，实现优势互补。三是构建现代产业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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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上海发展经验，通过政策扶植和技术引进等多种方式，大力

扶植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

3.完善人才服务体系建设，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一是利用互

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推进人才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确定人

才评判标准开展省内人才资源普查工作，同时应切实做好人才市

场与市场需求之间的衔接，推动省内人才市场融入长三角地区人

才市场，吸收上海、浙江等地的人才溢出，满足发展需求。二是

深化人才引进机制改革，制定科学的引进人才计划，省内各地区

应依托当地的优势资源，通过衔接国家科技发展重大项目和区域

优势科技项目等方式，来为引进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和更具

市场竞争力的福利待遇。三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满足引进人才

对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等方面的需求，解决引进人才

的后顾之忧，在增加人才吸引力的同时留住人才的心。

（作者朱庆缘，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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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送：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

中宣部、全国社科工作办公室、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省社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有关厅局及高校、各市

委市政府领导同志、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省直宣传文化

系统各单位负责同志

本部各部领导、各处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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