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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长三角职场”还有多远？

吴 焰

“暗礁”重重待除

到目前为止，有关人才开发一体化的推进，在长三角地区还顺利。但是，对于这一初步印象，研究人力资源的学者王振却

不失时机地“泼了盆冷水”：“现在只是政府中观层面的，还基本上未涉及到具体人。暗礁没有碰到，但是它还在，而且一定

会遭遇。”

宁波市人事局局长王梅娟举了一个例子。她以一位在事业单位工作、工龄有 15 年、欲从一个尚未建立养老个人账户的城市

迁到宁波工作的人为例，详细说明了这种“暗礁”。

由于宁波的个人养老账户已建立了 7年，因此，这名流动者来到宁波后，立即会发现，他退休后的养老金与同龄同事比，

每个月会有 60—70 元的差距。这也就罢了，如果他在 50 岁时又准备回到原地去工作，则更麻烦，因为他在宁波的个人养老账

户，会在当地找不到账户对接。

“像这种情况，无论是流动者本人还是迁入地，就要考虑许多问题。这就难以真正做到‘自由’、‘无障碍’了。”王梅

娟说。

王振理想中的“人才开发一体化”，是要使这一区域内的各个城市都能使用到长三角其他地区的人才，而不存在诸如户籍、

居住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障碍。

实际上，许多被调查采访的人在被问及“流动中你更考虑哪些因素”时，证书的互认、培训机构的共享等等，被认为“提

供了便利”、“减轻了流动成本”，但并不会“影响决定”。而社会保障水平、子女升学竞争压力、居住条件等，更是占据重

要地位———这大抵也可解释为什么上海近年来人才“只进不出”。

就长三角地区的现状来说，紧缺人才、高级人才似乎并不存在这些问题，各城市纷纷拿出户口、住房等一整套的优惠措施

吸引他们，甚至打出了“不求所在，但求所有”的人才柔性流动的旗帜。比如，上海的人事部门对存档于人才交流服务机构的

外地人员，在经市人事局确认为需要人才后，不仅会解决户口，还会同时办齐“四证”，即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住房公积金以及一个银行账户。

但对更多的普通人来说，这些后顾之忧一日不除，“户口不迁，编制不转，智力流动，来去自由”的局面就难以实现。

在王振看来，实现人才使用的一体化，必须先实现人才社会保障的一体化。这就是长三角内的人才所享受到的社会保障水

平，应该是一致的或者是接近的，他们的社会保障账户可以无障碍地随他们工作与居住地的流动而流动，并且享受居住地的社

会保障。

有消息称，上海、浙江等地人事部门，最近正在研究鼓励兼职的一些措施。但这样一来，也将引发一个新问题：如何使兼

职在确保知识产权的前提下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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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在长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有两个“外来”的消息值得关注。一个是来自日本的 1200 多名下

岗技术工人来到这里“找饭碗”，最新消息称，已被一浙江民企以相当于 40 万元年薪的工资招聘了他们。而据说，类似的“外

来蓝领”涌入还会有很多；另一个消息，是绍兴市招商局在招聘公务员时，在全国首开纪录地录用了一位印度籍青年。

看来，人才的流动在更大空间、更大层面上已经展开。

所以，许多正在积极推进长三角人才开发的人士认为：“这必须是一个全社会的系统优化工程”。

为一体化职场“清道”

关于一体化宣言的争论

很多事实证明，4月 18 日—19 日的长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论坛及随后发布的《共同宣言》，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和务实性。

那两日，包括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人事厅（局）及常州、杭州、湖州、嘉兴、金华、丽水、南京、南通、宁波、衢州、

绍兴、苏州、台州、泰州、温州、无锡、镇江、舟山等市政府人事部门的负责人，聚集上海，推出了《长江三角洲人才开发一

体化共同宣言》。

宣言中，最引起人们兴趣的，就是被媒体形象地称为“长三角 5年内将出现自由流动上班族”、“区域人才将实现无障碍

流动”的简化说法。

作为论坛成果，宣言固然重要，但是，在结果形成之前的讨论，特别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些争论，其实更具思考价值。

追溯这次论坛宣言出台的过程，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就有几个细节相当耐人寻味。

上海是这次人才一体化论坛的首倡者。关于人才一体化的设想，甚至包括这次论坛的召开与宣言，都最早由上海发动并积

极推动。刚刚提拔为上海市人事局副局长、时任处长的蔡志强，根据市委、市政府的精神，在人事局领导的授意下，是具体方

案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而且成为一体化推进的积极实施者。

据蔡志强回忆，上海方面首先向其他两省 19 个城市发去了咨询函，局领导还带队逐一走访沟通，“大家反应都比较积极”，

“很顺利”。也有少数城市有些消极，主要是担心：“现在人都朝上海等大城市流了，再无障碍流动，我这儿岂不是要唱人才

空城计了？”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但在对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推动，以及对区域人才开发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认同下，最终“求

同存异”，决定扛起“城市联盟”的大旗。蔡志强用了“乘势而行”来概括这一局面。

最初邀请的 19 个城市，都加盟进来。这次论坛为什么是奇怪的“19＋1”（1指上海），而不是惯常人们所说的长

三角 15 个城市？蔡志强解释说：当时的设计思路就是想要开放，尽管一体化需要“圈”的概念，但这个“圈”应该是具有

开放特征的。所以一开始，他们就有意识要把这层意思透露出来。而且，“开放自主原则”被列为推进人才开发一体化进程中

必须遵循的四大原则之一。



3

宣言草案并没有太大的修改。关于公务员互派、人才保护、竞争与合作的问题，不出意料地成为议论的热点。对推进过程

中该由“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更引起了较大争议。反对者认为，人才的流动应该是“市场主导”。而支持者认为，

在现阶段，政府的主导力量应该加强。一番讨论后，显然，“市场派”占了上风。

不过，至今仍被普遍认可的一个比方是：如果把人才流动的障碍比作一块坚冰，市场的力量就是阳光。在这种阳光的照耀

下，坚冰迟早会融化。只不过，如果要想使它融化的时间缩短，需要去凿开几道缝。政府的作用，便是在“凿冰”。

在这次论坛前后，有两件事令蔡志强非常感动且振奋。一件是长三角各地对人才开发一体化的热情，“这大概是因为我们

顺应了大势吧”；另一件是，共同宣言发出后，许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上海一家主要媒体也在一版左下角刊登了一块面

积不大的“豆腐干”。当天，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就在此文旁作出批示：“长三角之间的合作就从这样一件件实事做起。”

《共同宣言》还立即在宁波等城市得到了最快反馈。

5月底，宁波市委就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宁波紧缺人才培养工程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在这份意见中，宁波明确表示，要

“以‘长三角’联动发展为契机”，本着“主动接轨、发挥优势、互利互赢”的原则，要“全方位接轨上海”。他们提出了“三

互”，即与上海要实现城市“互联”、培养“互动”、证书“互认”。力争用 5—8年时间，培养数万名高层次、高学历、高技

能的高素质紧缺人才。

积极工作的“清道夫”

尽管非典使“凿冰行动”稍稍延迟了一下节奏，不过，6月 30 日，上海市人事局仍然成立了长江三角洲人才开发一体化工

作推进小组。市人事局 405 房间，便成了一个临时性办公区。

此前担任上海人才市场副总经理的陆珉有一种兴奋感。“领导让我来做这项工作时，我立刻就意识到一点：一体化推进就

是要强调政府的服务色彩。”

进入 7月，在这个创下了高温历史纪录的夏季，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热潮也一浪高过一浪。

9日，首批长三角人才开发合作项目在宁波签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南京、杭州、宁波、苏州、无锡等六城市共

同发起成立了“长江三角洲紧缺人才培训服务中心”，并将其定位于跨地区、跨行业、实行连锁经营的紧缺人才培训集团。

18 日、25 日、31 日，继沪甬在异地人才服务合作和专业技术能力认证考试开展合作达成协议后，上海又先后与南通、绍兴、

嵊州达成类似协议。

有意思的是，在这些合作中，始终少不了上海穿梭的身影。以至于浙江、江苏人事部门的负责人一再感叹，上海在人才一

体化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还有“龙头”作用和辐射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清道夫”无疑是这一阶段政府扮演的主要角色。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政府这一阶段又更像是在“解”自己曾经系上的

“铃”。

这多少有些讽刺：此前，正是以各行政区为单位，沪苏浙纷纷制定出台了诸多政策，促进了当地人才市场的发展，但现在，

却无法适应一体化的要求。



4

就以一个简单的地方执业资格证书而言，上海目前有 11 个，浙江是 8个，江苏也不少。不动，当然不存在“认不认”的问

题，可一旦想从浙江到江苏工作，就可能面临着重复考证的麻烦。显然，这种人为提高流动成本的做法，对流动者是一种不必

要的重复，对社会资源来说，更是一种浪费。

陆珉说：“长三角各城市的‘地方粮票’太多，各自的政策也很难衔接，服务体系难以贯通。我们这期间就是合力清除这

些障碍。”

“消除障碍”、“打破壁垒”、“降低人才流动成本”、“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成为一个频率很高的词，也成为一种

目标。

“清道夫”还在积极地工作，而 8月 6日，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的人事厅（局），又在杭州共同签约了 6项协议，就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互认、异地人才服务、博士后工作合作、高层次人才智力共享、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资源共享以及公

务员互派等六个制度层面的合作协议达成一致。

这在很多长期从事人事工作的同志看来，又意味着人才一体化开始在制度层面上同时展开。

“它标志着长三角人才一体化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浙江省人事厅厅长陈仲方热情洋溢地评价道。

“凿冰行动”150 天

在很多人眼里，今年 4月 18 日沪苏浙三省市及长三角 20 个城市达成的“人才开发一体化共同宣言”，无异于启开了一场

对人才一体化开发的“凿冰行动”。如果把那次宣言作为一个转折标志，那么，现在，已经过去整整 150 天。

自人才流动尝试着打破行政壁垒、成为长三角共同开发的一种资源后，150 天里，长三角职场出现了哪些变化？

徐晓的“黄金证书”

满脸还带着初出校门的学生气、剪一头短发的徐晓，这几天，还沉浸在刚刚走上职场生涯的喜悦中。此时，她正和新同事

们聊着那张被媒体宣传得像“黄金资格证书”一般的英语高级口译资格证书。

徐晓是浙江万里学院英语专业的一名应届毕业生。毕业生就业难，名牌大学、海归人士都在挤破头找饭碗，更何况名气不

大的学校？不过，徐晓似乎并没有碰到这样的难题。几个月前，当招聘单位来到学校时，她凭着手中那张高级口译的笔试合格

证书，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就被用人单位相中了。

“之前，别人说这张口译证书含金量很高，这下，我可掂量出来了。”考试是相当严格的，宁波报名的人就有 2400 多人，

最后笔试合格的只有 70 多人，而徐晓这一批，只有 3人通过。同事们则干脆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真行呀，你拿到了一张在

长三角求职的通行绿卡”。

徐晓获得的是由上海市人事局考试中心在宁波颁发的英语高级口译资格证书。英语口译人才是宁波的紧缺人才，为了加紧

培育，他们与上海展开了全面合作，不仅引进了培训机构、统一师资，还引进了资格考试。原本是上海的“地方粮票”，现在，

也可在宁波通用，甚至，更扩大到了长三角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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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宁波考试中心主任丁水德，就很肯定地告诉徐晓：假如你今后要到杭州、南京、无锡、南通、上海等地去求职，放

心，你不用再去参加当地什么考试了。

徐晓还没有想那么远。但与她一起通过同一考试、已经有近 10 年工作经历的傅军，则有许多感慨：“过去地方各行一套，

现在真是进步多了。”

事实上，近几个月来，长三角的职场里，正悄悄出现着一些变化。

像高级口译、现代物流这样的紧缺人才，正在长三角部分城市连锁培训并经营开来；一些执业资格证书在城际间的相互承

认，开始着手梳理；上海、江苏、浙江三省的人才服务中心，正在统一标识，统一服务标准。据说，今年内，沪苏浙三地共建

的高级人才库就要启用，高级人才的共享机制正在着手建立……

看上去，这些变化有些不起眼，但落在许多老人事工作者眼里，却是来之不易，而意味深长。

而在许多关注人力资源的学者们看来，眼下职场中的变化，既是 5个月前长三角诸城市发表人才开发一体化共同宣言后取

得的一些成果，也为今后的一体化开发作好了铺垫。

嵊州项目能否成为标志

尽管还未得到复旦、同济、交大及东华大学博士后工作站的答复，但在长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推进工作小组的同志们看来，

来自嵊州的 8个项目的合作申请，已经有了某种象征意义。

几天前，浙江嵊州市人才服务中心向上海市人事局发来了一份合作请求。嵊州有几家企业提交了 8个攻关项目，但苦于没

有研究能力，他们希望通过上海方面联系博士后人才，进行课题攻关。

这是在长三角地区达成开发合作新机制后，第一份有关具体企业寻找人才的合作项目。

8个课题项目中，就有浙江奥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据项目联系人竺新风介绍，奥力员工有 245 人，其中，大专以上的占

35.5%，本科学历的有 20 人，硕士研究生 3人。今年，企业投入研发的经费是 940 多万元，占销售收入的 5.3%。“我们其实很

重视研发的。”竺新风说，企业一直与上海、浙江的大学有一些合作，但是，通过人才服务中心去牵线搭桥，特别是有可能吸

引一些博士后来作研究，“是很好的机会”。像奥力这样的企业，本身不具备设立博士后流动站的资格，因此，博士后对于他

们来说，真有些高不可攀的感觉。

同济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办公室的程德理也对此给予了肯定。人事局把有些对口项目告诉学校后，他们及时向博士后们

发布了信息，“打电话来咨询这些项目的确很多”。虽然嵊州企业抛出的绣球，不知到底会不会被上海的博士后们接住，但是，

陆表示，“这确实给博士后们拓宽了实践锻炼的机会”。

上海的博士后们最终是否接住嵊州企业抛出的绣球，还需要等等看，不过，很多人认为，这并不重要，“提供能使人才发

挥最大效能的多元化选择，这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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