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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打造高质量“就业示范城市”的对策研究 

王建兰 

【摘 要】：本文主要通过对苏州、宁波等长三角部分城市人才引进政策的比较研究，结合近年来无锡的人才引

进情况，主要是大学生的引进和落户，剖析无锡招引和留住人才面临的竞争和存在的问题，为无锡打造高质量“就

业示范城市”，营造更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和营商环境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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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就如何选才、敬才、求才、育才、用才等话题，提

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对我国人才事业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在新时代全面做好人才工作提供了

根本方针和行动指南。 

无锡市委、市政府将“优化创新创业环境”作为 2021 年度重点工作，鼓励各类人才来锡创新创业，提出 2021 年要“新引

进高层次人才 1万人、大学生 10万人”。《无锡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

“打造创新人才高地”，优化实施“太湖人才”计划，集聚更多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十四五”期间新引进各类大学生不少于 50万人。 

本研究选取苏州、宁波等城市与无锡做对比研究，是基于无锡与苏州、宁波等同处长三角，实力相当，既有竞争也有值得无

锡借鉴与学习之处。 

一、长三角部分城市引才政策比较 

目前，长三角地区是海内外各类人才的重要流入地，通过对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相关政策的文献比较发现，

各地人才政策可分为“福利性政策”和“发展性政策”，福利性政策旨在满足大学生基本生存需求，为其创造稳定的物质环境，

主要包括对基本生活方面的满足和与工作相关的待遇；发展性政策旨在促进大学生充分发挥其才能和潜力，激发其工作热情，创

造更多的价值。 

吸引人才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引才奖励、生活保障、创新创业平台建设等多方面。研究长三角其他城市的人才吸引方法和

举措，对于提升无锡人才吸引力，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人才环境优势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无锡。 

无锡无论在“保障性政策”还是“福利性政策”方面都表现了极大的引才诚意。给予大学生创新创业搭建了“太湖人才峰

会”“百企千才高校行”“双招双引海外行”等聚才平台。对于大学生创业项目，给予 6000 元的一次性开业补贴和为期三年、

每年最高 1万元的租金补贴。如果入选“太湖人才计划”，将给予最高 300万元项目扶持。大学生创业融资可提供最高 1000万

元的“人才贷”支持。全日制本科大学生可申请“先落户、后就业”，并给予租房补贴、住房补贴、交通补贴、生活补贴，以及

乘车优惠、景区免费旅游等一系列温情生活服务支持。 

“太湖人才计划”持续升级，更是无锡市委、市政府“以更加开放、更加积极、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更大力度吸引各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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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来锡创新创业，打造国内一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发展高地”的引才诚意和决心。 

2.宁波。 

宁波市 2020 年底常住人口为 940.42 万人，比无锡多约 200 万人。近年来，宁波在吸引人才方面推出了一系列人才政策和

卓有成效的举措，针对青年人才的招引出台了完整的政策体系。宁波 2020年新引进大学生 16.6万人，同比增长 20.3%，其中硕

博士首次超万人，新引进海外留学生同比增长 24.7%，同期，无锡引进大学生 4.6万人，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3.苏州。 

苏州近年来放宽人才落户准入，突出引进青年人才，提出 2020-2022 年力争实现新增参保大学生超过 200 万人。其中本科

及以上学历不少于 60%。苏州扩大青年人才专项支持、深化人才工作协同发展、创新人才柔性流动机制，构建起更大力度、更加

开放、更为精准的人才制度体系。2020年引进大学生 9.96万人，比无锡多了将近一倍。引进研究生及以上人才 1.2万人，同期，

无锡引进研究生及以上人才 4860人，不及苏州的一半。苏州放宽人才落户对于无锡等周边城市产生人才虹吸效应。 

此外，杭州市 2020年新引进 35岁以下大学生 43.6万人，人才净流入率持续保持全国第一。同年，上海全年共引进海内外

各类人才 11.3635万人，同比增长 26.7%，其中，办理人才落户 5.34万人。 

无锡近三年来引进人才数量在持续增长，但是，对比苏州、宁波等城市，无锡近年来引进人才的成绩单不算漂亮。无疑，无

锡在人才吸引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人才引进工作任重而道远。 

二、无锡在人才引进中存在的问题 

“无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求人才，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成就人才。”吸引人才和招引大学生方面，无锡文章

做足，可谓诚意满满。但是，对比长三角周边部分城市，无锡在招引人才和留住人才方面确实存在差距和短板。 

1.权威的人才数据分析与发布做得不够。 

企业与人才普遍关心的权威人才信息发布与数据共享，政府层面发布的无锡地区具有公信力与指导意义的人才数据与分析

报告不多。信息分散而局限，人才数据分析散布在少数行业的少数领域。行业人才供求总体情况、行业关键岗位薪酬状况、无锡

地区紧缺人才岗位分布状况、行业人才分布地图、行业人才技能需求等做得不够，不能实现对大多数企业招引人才的参考与指

导。 

2.配套设施有待改进与完善。 

如交通、医疗、教育、文旅乃至人才公寓等方面的配套设施有待完善，尤其是锡山、惠山等区较偏远的地方，这方面的反响

比较强烈。 

此外，人才引进来后如何让他们扎根无锡？如何处理人才引进中“量”与“质”的问题等，同样是人才引进工作中需要重

视的问题。 

三、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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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调查研究，对打造无锡高质量“就业示范城市”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建立权威的人才数据库。 

建立健全较全面的人才数据项标准和人才统计指标体系，完善人才分类和认定标准，依托信息化手段，整合数据资源，摸清

全市人才家底，建立人才大数据档案，形成权威可信的人才数据库。 

2.提供专业的人才分析报告。 

整合公共服务资源，建立人才信息化平台，不断提升人才数据维护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同时挖掘数据价值，研究人才在区域、

产业、特定时间和区间的分布以及流动规律等，如哪些人才扎堆过剩，哪些人才亟需大力引进等，形成专业的分析研究报告，为

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企业招人和人才流入无锡提供数据参考。同时对无锡的人才引进、流失以及留住的人才发展现状等发

布专业的研究报告，绘制各类人才地图，以推动无锡更好地应对人才竞争，精准招引各类人才，真正留住人才。 

3.尝试“人才特区”的建设。 

优化当前人才政策大而全、普撒花露水的情况，打造一批无锡重点的专业园区，尝试“人才特区”政策。对特区人才，在启

动经费、购房甚至是个人所得税等方面分类给予特殊政策，条件成熟后再大面积推开。加大对拟上市企业或企业收并购过程中的

人才鼓励政策，在股权交易产生个税等方面给予减免。 

4.更大力度推进“百企千才高校行”。 

无锡市委市政府要持续推进“百企千才高校行”，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推介无锡“太湖人才计划”、太湖湾科技创新

带等重点工程。可以借鉴苏州的成功做法，即在城市代言的基础上，与更多国内一流高校院所以及国外知名高校加强人才交流和

产学研合作，不断提升无锡城市影响力和人才吸引力。 

5.鼓励优秀的本地大学生回流。 

出台各项招引外地人才的政策措施，并不是要为外地人才搞特殊化，而是要在根本上建立吸纳大量优秀人才的机制。在做好

招引外地大学生的同时，应鼓励本地户籍大学毕业生返乡为无锡建设作贡献。可以与国内知名高校、海外知名高校主动对接，建

立无锡面向国内大学生、海外留学生的人才数据库。通过见习实习和提供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等各类政策的引导与激励，

实现无锡各企事业单位与优秀大学生的联通对接，为无锡引进更多拥有国际视野,且具备良好专业知识的技术型、管理型青年人

才。 

6.加大配套设施建设，打造宜居人文环境。 

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人才不仅是创造价值的主力军，更是消费的主力军，大的方面，如购房，本人以及今后小孩的教育投

资等，都是拉动消费的主要因素。无锡应增加各类学校的投入、便捷的生活设施投入、配套的文化和旅游投入、各类医院的投入

以及人才公寓的建设等，打造宜居人文环境，使更多青年人才来到无锡后愿意长留无锡、扎根无锡，甚至主动宣传无锡，从而有

效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和人才吸引与发展高地，助力无锡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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