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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造国家级平台 建设人才发展现代化强市 

祁松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苏州始终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勾画现代化目标”殷殷嘱托，坚定不移把人才引领发展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战略，积极打造吸引

和集聚人才的平台，努力建设人才发展现代化强市，源源不断为“强富美高”新苏州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十

三五”期间全市人才总量和高层次人才总量分别增长了 41%、70%，历年自主申报入选国家级创业类人才数量连续 9

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人才优势正逐步成为苏州高质量发展的最强支撑。 

坚持全球视野，努力形成人才集聚高地 

有什么样的人才，就有什么样的未来。苏州坚持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最优先位置，深入实施海外引才计划，放眼全球集聚高

端人才和创新团队。全市共有留学回国人员 5.2 万多人，持证外国人才 1.15 万人，连续 10 年获评“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

的中国城市”。 

依托优势产业吸附人才。以获批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生物药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

为契机，着力建设产才融合发展示范区，努力提取人才引育与产业发展的“最大公约数”。聚焦先进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

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招引和集聚各类急需紧缺人才，纳米新材料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超过 20个院士

团队、7万多名产业创新人才。 

做优科创载体聚合人才。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关和“从 0到1”原始突破，大力推动姑苏实验室、太湖科学城、纳米真空

互联实验站等重大科创载体建设，建成市级以上新型研发机构 79家。深入推进大院大所合作，累计引进超 130家，中科院在苏

州建设的科技载体占其全国布局的 1/5，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华提供舞台。创新开展“离岸孵化+飞地引才”，鼓励信达生物等企

业“出海”建立研发机构，就地使用高层次人才，实现“研发在海外、转化在苏州”，打造离岸创新的“苏州模式”。 

丰富开放平台赋能人才。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用好中新、中德、中日、海峡两岸等高层次开放平台，推动形成全方位、

多层次、宽领域人才开放合作新局面。持续加强与国外知名高校合作，西交利物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常熟世界联合学院等一

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落户苏州，推动更多全球智慧资源、创新要素为我所用。扩大对外创新合作和人员交流，先后建成外籍院士

工作站 11家和省、市外国专家工作室 285家。 

深化系统改革，努力建设人才活力之城 

事业能否快速发展，关键在人才；人才活力能否充分释放，关键在体制机制。苏州坚持把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作为激

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先手棋”，着力扫除阻碍人才发展的各种“拦路虎”“绊脚石”，让更多千里马在创新创业赛场上竞

相奔腾。 

完善市场配置机制。成立高端人才引进猎聘联盟，拓宽“猎头+企业+项目”的市场化引才路径。创新科研机构编制管理方

式，不定行政级别、不核编制，建立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推行人才编制周转池和校地双聘制度。探索以“揭榜挂帅”

方式组织顶尖人才和重大创新团队参与科技攻关，由中科院院士等领衔的 7个团队成功揭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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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激励政策。坚持以创新成果和经济贡献论英雄，实施高端人才奖励计划和优秀人才贡献奖励政策，让人才的贡献与

回报相匹配。出台优化科研管理若干措施，支持科研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需要自主组建科研团队，探索开展科研经费“包干制”

改革，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更大经费支配权。 

优化人才评价制度。坚决破除“四唯”，充分落实用人主体自主权，在人才评审中提高企业薪酬等要素权重，真正实现是不

是人才由企业自己说了算。率先将高级职称评审权下放至重点产业和民营企业，亨通集团 30名员工通过企业自主评审获得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率先开展国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先后发布 344项国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目录，首推中德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资格

“双向互认”，打通人才评价体系对接通道。 

发挥开放优势，努力打造人才创业天堂 

栽得梧桐树，自有凤凰来。苏州始终秉承开放理念，持续完善全生命周期人才服务体系，构建全链条创新创业最佳生态，努

力使在苏州创业成为广大人才的向往和追求、让在苏州生活成为广大人才的幸福和美好。 

多元交流让发展机会更多。扩大招才引智的“朋友圈”，连续举办 13届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累计吸引 4万名全球高端人

才来苏州洽谈。主导发起“深时数字地球”国际大科学计划，创始成员拓展至 22个国际组织和国家。冷泉港实验室首家海外分

支——“冷泉港亚洲”落户苏州，成功举办 200多场高端学术会议，一批顶尖人才因此结缘苏州。 

互融互通让发展空间更大。抓住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叠加实施机遇，加强长三角区域人才合作，探索开展外国高端人才

互认、高级职称联合评审、创新券通用通兑等工作，首张跨区域“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花落吴江。积极融入上海科创中心建

设，共同打造沪苏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与协同发展服务平台。 

包容友好让发展环境更优。建立全国唯一、中组部挂牌的中国创业人才投资中心，创新打造人才服务一点通平台，实现人才

办事“一站入口”、人才政策“一键兑现”、人才创业“一帮到底”。加快破解人才最关心的“关键小事”，建成全省首个高层

次人才一站式服务中心，全新升级“姑苏英才卡”个性化服务。大力推进高品质人才社区建设，3 年内提供不少于 10 万套人才

公寓，让广大人才心无旁骛、放心发展。 

优化工作格局，努力成为人才发展重镇 

人才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整体推进、协同配合，又要重点突破、改革先行，最根本保证是党的领导。苏州始终坚持党

管人才原则不动摇，层层压实主体责任，把各界力量广泛汇聚到建设人才发展现代化强市中来。 

突出工作统筹。充分发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作用，健全完善组织部门牵头抓总、职能部门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的工作格局，凝聚形成上下协同、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市委组织部每月牵头召开人才办主任会议，研究面上政策措施，协调解

决实际问题。各职能部门具体负责抓好任务推进落实，并定期向人才办报告工作。 

突出考核牵引。强化“一把手”带头抓人才“第一资源”、促发展“第一要务”意识，连续 12年开展人才科技全量化考核，

强化人才生态建设关联指标和宏观绩效指标，差额评定“先进地区”和“创新进步地区”，既看人才集聚度，也看发展贡献度，

既比存量，更比增量，积极引导各地着眼长远、创新机制、优化环境，切实把战略资源摆上战略地位。 

突出政治引领。注重用好“院士之乡”独特优势，在全国首设“苏州科学家日”，郑重发出尊重人才、致敬科学家的“苏州

宣言”。推动党委联系服务专家工作常态化，实现重点团队、重点人才联系服务全覆盖。常态化开展“爱国·奋斗·奉献”精神

主题教育，引导广大人才自觉弘扬科学家精神，传承王淦昌、王大珩、杨嘉墀、程开甲等老一辈苏州籍科学家的优秀品质，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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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让爱国奋斗成为苏州人才的最鲜明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