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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南通市金融人才培养的策略1 

李娜 

（海门市海门港新区管委会，江苏 南通 226156） 

【摘 要】文章从金融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出发，分析金融人才培养对地方金融发展的积极作用，并通过对南通

市金融人才引进和培养现状的分析，提出五点金融人才优化整合的策略，为南通市人才资源整合和投资提供相应的

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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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紧紧围

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健全金融法治，保

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经济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党的十九大再次提出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大力提

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响应国家经济发展的调整战略，

南通市也积极开展一系列的金融发展改革调整，力求打造更好的金融市场。 

两次会议上都提到了金融调整和发展的重点是要调整发展思路，坚决摒弃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彻底改变传统的依赖物质投入、拼资源环境、靠外延扩张的发展方式，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下

大气力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从根本上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竞争力，更加扎实地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所

谓的供给侧，笔者认为不光是产业层面供给的优化，还有人才层面供给质量的提高和优化配置，达到优秀的人员配优秀的市场，

优秀的市场服务优秀的人才，更好地打造更完善的金融市场。 

2 金融人才培养对地方金融发展的 

重要意义 

人才资源作为一种能动资源，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并且不会随着经济社会的萧条而枯竭。面对激烈的市场淘汰现实，只

有那些资源整合优势尤其是人才资源优势明显、自主能力强、产品科技含量高的企业，才能在经济大环境下脱颖而出坚持不倒。

而面对经济危机，什么样的人才才是我们最需要的？通常认为有三种人才是急需的：高技术、高技能人才；微观管理人才；宏

观管理人才。这三类人才可以准确地把握宏观经济走势以及微观企业财务和战略行为，并最终运用自身的技术才能最大化将这

种把握和运用发挥到企业经营中去。 

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发展思路的转变，都是要以人为主导，金融人才作为金融市场的专业人才，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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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公司财务治理的维持以及在整个金融信贷市场中的作用都是起到先决条件的。只有将金融人才的培养作为金融发展的前提

予以重视和优化，才能真正持久长远地繁荣金融市场。南通市作为江苏省的优先发展城市，经济和金融的体量都很大，要保持

强烈的忧患意识，时刻绷紧防控金融风险的弦。要坚持将培养金融高技能、高管理能力人才作为前提，在中央确定的原则框架

下，切实履行好地方职责，积极推进地方金融改革试点试验，促进金融业更好发展。要把握先机及早谋划做好金融引进来工作，

集聚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源，抓住机遇打造区域金融中心。 

3 南通市金融人才引进和培养的现状 

南通市在近几年经济发展迅猛的同时，民生关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建设等多方面同步发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9

年 31个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江苏以 41400元位居全国第五。2019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9000亿元，达 9383.4亿元，

比 2018年增长 6.2%,增速高出全省平均水平 0.1个百分点。南通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4 万元，达 40320 元，同比增长

8.8%,增幅均高于全省 0.1个百分点，可以说人均可支配收入跑赢了经济发展速度。尽管经济形势发展迅猛，其中用于教育和人

才培养的投入虽有长进，但仍有不足。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同样意识到金融人才的培养对于稳定调整经济架构、完善资

本市场秩序的重要性，南通市也在金融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上不断做着努力。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建设城市，南通迎来重大发展机遇期，南通新机场、北沿江高铁、通州湾长江集装箱运

输新出海口等多个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争当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先锋，全方位融入苏南、全方位对接上海、全方位

推进高质量发展。而这一切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人才的培养和最优化配置，是所有发展的前提。随着金融危机逐渐从虚拟经

济向实体经济蔓延，南通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地区势必会因国际市场的颓靡、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从而使得相关企业受到不

同程度的冲击和挑战，在响应发展实体经济的大环境下，如何重新振兴地区经济，着力改善经济发展，人才的整合和有效利用

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关键有效的方案。 

近几年来，南通市在党委政府的高度关注下，正确关注到了人才引进、培养、使用和激励的作用，努力建立健全市场导向

的人才开发工作新机制。例如南通市从 2009年起，全面启动“江海英才”引进计划，目的是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吸引和引进大量

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为南通市营造良好的人才市场和人才环境，不断增加人才工作的调控力度，又如已经连续举办的南通“六

大人才高峰”项目，据人社部门统计，截至 2019年全市共有 217名高层次人才获得省“六大人才高峰”培养资助。2019年南通

市出台了高层次人才倍增、产业人力资源集聚和江海英才“一卡通”服务等 3 项人才新政，既重视“顶天立地”，又注重“铺

天盖地”。“顶天立地”指继续大力引进高精尖人才；“铺天盖地”指创造更好的就业、生活、居住等条件，广泛招引青年大

学生人才和技能人才。此外，形成了“鼓励激励到人，政策兑现到人”的鲜明导向，体现了南通人才政策的集成度、含金量和

亲情化等特色。关注人才队伍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不断增强南通市人才的综合竞争力，这些无疑为南通市金融经济发展储

备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为金融不断发展积蓄了力量。但面对金融形势的迅猛发展，当前的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工作仍存在一些

有待提高的地方，如政府和企业对金融、经济和法律方面人才引进培养的投入和优惠力度还存在重视度不够的问题，对金融人

才的培养和引进仍存在短视现象，忽视长期效益。南通市虽然一直都有建立高级技术园区的理念和意识，但行动力不够，人才

引进方案仍有待优化。企业层面上，没有充足的人才吸引条件和意识，对高技术、高管理能力的人才的资源配置还没有达到最

优，对于人才投资的观念仍有待提高。这些不足是南通市在现阶段金融市场发展的道路上最源头的一个阻碍。因此，要发展金

融，为实体经济营造一个良好发展势头，必须加大人才资源整合和投资的力度。 

4 金融人才培养的有效措施 

第一，必须强化优秀金融人才的投资观念，大力跟进国家政策，不遗余力地提高人才建设和引进。进一步完善南通市“江

海杰出英才奖”“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和“高技能人才成就奖”这类人才引进制度。另外，政府对于人才要进一步加大投资

和吸引力度，提高南通市对金融人才的政策吸引力，为金融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对于南通现有的人才计划要最大程

度地发挥人力投资的最大效用，最终作用于金融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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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宏观大环境的全面人才发展下，南通市也要关注其自身特色产业的人才资源整合，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如高端纺织、

船舶海工和电子信息。南通市作为重要的出口城市，在国际出口环境下行情况下，要清楚认识到自身面临的挑战和问题，重视

人才整合对提高产业科技创新含量和竞争力的重要作用。着重高新产业园区的建立，发挥港城联动的优势，通过一系列产业园

区的完善吸引人才回南通，为相关人才最大程度发挥自身优势创造先决条件。特色产业的人力资源整合是保证南通市自身竞争

力和发展力的不竭动力，南通市在特色产业的人才培养中要不断采取各种措施，如“人才特区”试点建设，抓住契机，提高对

人才培养和引进的优惠政策，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吸引和聚集高尖端人才，推动南通市的核心竞争力的发展。 

第三，强化地域交通优势，利用区位优势发展金融人才网络。聚焦“全方位融入苏南，全方位对接上海，全方位推进高质

量发展”三个全方位，实现高质量发展，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融入苏南，对接上海，不仅是一般性产业梯度转

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从南通区位优势和现实要求看，通过学习和研究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苏南打造“人才特区”的发展

理念和政策机制，畅通承接渠道，提升南通市的金融人才生态环境。更深层次，南通市不仅要关注到地缘优势带来的好处，还

要关注到这种优势下自身需要作出的努力，利用先天的地域优势积极开展跨地区的金融人才推介、招聘活动，实现金融人才信

息共享。近年南通市持续开展接轨上海“月月有•家家到”和“三个一百”活动，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南通企业和创新平台深

度对接，引导上海、苏南的高层次人才来通创新创业，令南通多年的“双创”指标居全省前列。 

第四，大力推广“政策+平台+基金”的双招双引模式，进一步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充分发挥政府、市场、企业各自的

优势，推动人才与产业的有效融合。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组织专场推介，在上海、深圳等重点城市进行人才新政推介会，

走进高校企业广泛宣传，切实落实好人才新政。二是多地开展人才大招引，围绕“大项目突破年”建设，继续加强与上海、苏

南等地创新资源的对接，组织好人才创业周活动，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来南通创新创业。三是搭建好平台，工业园区是招才引

智的主阵地，继续在南通打造上海的孵化基地、制造业基地，在上海也建立自己的创新飞地。四是搞好服务，全面优化一卡通

人才服务体系，特别是加大金融服务人才力度，提高人才服务水平。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真正把人才新政落到实处，释放

更大的效应，进一步提高南通人才工作在长三角区域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第五，优化人才培养计划，强化金融知识体系下人才资源的优化。南通市要认识到优质人才不仅要靠引进，更重要的还有

本地人才的培训和培养，通过对学校金融专业的教育投入以及在岗培训和对外交流，进一步加强现有人员的金融专业素养。依

托和引进国内外专业培训机构，面向金融业从业人员开展多层次职业培训。另外，要利用上述的地理优势，积极向邻近金融环

境和人才市场强劲的城市学习交流，建立学习互助圈，达到人才溢出效应，为更好地建设南通市的金融市场而努力。 

5 结语 

面对当前情势下我国对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定位，南通市将继续坚持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进一步强化科教兴市的人才战略，

深入推进“江海英才”等人才引进计划，加大政策对金融人才培养和引进的扶持力度，采取政府引导扶持、企业为主实施、社

会共同参与的金融人才资源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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