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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制度建立高层次人才招引机制
——以泰州-中国医药城人才工作创新实践为例

张树俊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 泰州 225300）

摘 要：集聚高层次人才，首先要建立人才畅通流入的招引机制。从集聚人才的长效目标来看，科学规范的招

引制度是人才集聚基本保证。根据中国医药城的发展经验，集聚高层次人才，首先要建立高层次人才高端“猎聘”制

度、高层次人才特殊流入制度和高层次人才载体接纳制度。中国医药城之所以产生高端人才的集聚效应，就是因为其

在推进人才国际化战略的基础上，推进制度创新，建立了较为科学的高层次人才招引机制，破除了人才政策壁垒，打

通了高层次人才集聚的“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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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gather high-level personnel, the first step is to set up a fluent flow of attracting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ng-term goal of gathering talents,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system of attracting talent agglomeration is the basic guarantee.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Chinese medicine city, to gather high-level talent, the first and foremost thing is to estab-

lish an advanced appointment system for high-level talent, special high-level personnel flowing system and carrier acceptance system.

The reason why China medical city has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of high-level talent is that they promote system innovation and set up

a more scientific attracting mechanism for high-level talent on the basis of tal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thus erasing the talent

policy barriers and breaking through the "green channel" of high level talents conve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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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了“加快确立人才优

先发展战略布局，造就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的人才

队伍，推动我国由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的要

求。[1]当前国际、国内，地区、城市间竞争日趋激

烈，这种日趋激烈竞争的核心就是人才的竞争。对

于一个地区来说，经济发展能否有新活力，企业技

术创新能否有新攻关，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要集聚高层次人才，就必须建

立一个良好的人才招引机制。中国医药城之所以能

从一片空旷的田野，成长为中国规模最大，产业链

最完整的生物医药集聚区，其重要的经验就是建立

了较为科学的高层次人才招引机制。中国医药城正

在新的起点上推进人才国际化战略，2014 年8 月又

制订了千人招引计划，力争到 2015 年，集聚 1 000
名高层次人才 （团队），其中 100 名领军型人才

（团队），3 000 名紧缺型优秀人才，为早日建成

“中国第一、世界知名”的医药城提供坚强的人才

支撑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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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高层次人才立体招引制度

现代企业一般都把人才招引工作放到了极其重

要的位置，并充分利用多样化的招引渠道找到最合

适的人才。但是目前也出现了一些矛盾，比如一方

面大量的人才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企业又

找不到适合的人才。出现这一矛盾主要是由企业招

引人才的方法落后造成的。尤其没有用好信息招引

这一手段。尽管人才招引方法的选择各地可根据自

己的情况各显神通。但有一点是必然的，即在高度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招引人才的主要方法已经不靠

“摆摊设点”了。自 1990 年 3W 浏览技术诞生以

来，历经 1994 年的 Netscape 技术、 1995 年的

B2C&C2C 技术、1996 年的 ICQ 技术、1998 年的

Google 技术、1999 年的 B2B 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演

化，有了这些互联网引领者和网络新技术的支持，

促进了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进入 21 世纪后，2001
年的Blog技术、2004 年的SNS技术把互联网带入了

Web2.0时代，这种后互联网的发展，打造了高层次

人才参与政府、企业的招引互动平台，也打通了招

引人才的便捷通道。当然，信息化也不能完全取消

原有“摆摊设点”的招引方法，但由于招引人才手

段的高端化，“摆摊设点”已降居次要位置。

为此，招引高层次人才，可以建立以信息招引

为主体的立体招引方法。同时，在招引人才问题

上，还有一个观点需要改变。即虽然招引人才的主

体在企业，但 “领军”人才、高层次研发人才、关

键岗位的特殊人才招引，有时仅靠企业自身是难以

完成的，还需要建立一种猎聘制度。“猎聘”是人

力资源管理行业的常用名词，猎聘的意思就是猎头

招聘，在企业招聘工作中，对许多中高端职位往往

因为受制于企业人力部门的能力，将某些职位委托

给猎头公司进行招聘。 [2]建立高层次人才“猎聘”

制度是聚才载体高端化的标志之一。如中国医药城

建构人才招引信息平台，组织人事部门着力构建国

际化的专业人力资源服务体系，不断加强与国内外

知名人力资源公司合作，建设江苏省医药人才市

场、中国国际人才市场医药专业人才市场等专业人

才服务平台。他们加强与科锐国际等知名人才咨询

公司、美中医药开发协会等华人华侨社团的合作，

在海外医药产业集中地区设立站点，建立全球高端

人才寻访平台；加强与法国法中企业家协会、中英

科技文化协会等海外华人华侨社团战略合作，建立

12 家海外人才信息站，收集、分析和研究人才项目

信息，帮助入园企业“猎聘”到合适、满意的人

才。目前，中国医药城已建立医药产业百万人才信

息库，入库人才已达118 万，初步实现了医药城人

才库与科锐国际人才库共建共享。同时，他们举办

一年一度的医博会，几届医博会的举办，使中国医

药城在世界生物制药圈发出了泰州最强音。除了医

博会，中国医药城还举办海外人才智力交流大会，

推动人才寻访平台建设，定期举办人才招聘活动。

经过7 年建设发展，泰州“中国医药城”的品牌效

应不断凸显，目前已有500 多项医药创新成果实现

落地申报，引来 1 583 名海内外人才加盟。其中国

家“千人计划”人才 22 人，江苏省“双创计划”

专家发展到 64 人，6 个团队入选省“创新团队”。

中国医药城的成功经验说明，高层次人才“猎聘”

制度是集聚高层次人才的基本途径，一定要做好、

做实。

二、建立高层次人才特殊流入制度

人才决定企业的生命。[3]目前，我国大多数企

业发展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人才和技术问题。而要

解决好这一问题，固然需要各企业自身作出努力，

但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就不可能打通人才招引的

“绿色通道”。事实上，任何一个地区的高速发展，

无一不是构筑了人才高地、形成了强大的创新创业

型人才优势。如中国医药城快速集聚人才的成功，

除了有好的招引平台，那就是深化“人才特区”建

设，率先实施与国际接轨的人才政策。中国医药城

是省部共建的特色园区，该园区起动较晚，为了在

短期内有较大发展，2011 年9 月，江苏省委组织部

下发《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国医药城“人才特区”建

设的批复》，从支持医药城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团队）建设、人才载体建设和提高人才服务质量

等 3 个方面制订了 9 条措施，为全面推进“人才特

区”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年 12 月，泰州

市支持医药城“人才特区”建设相关政策出台，设

立了每年 6 000 万元的“人才特区”建设专项资

金，资金规模按财政收入增长幅度逐年增加。从创

新创业资助、财税金融支持等 10 个方面实施中国

医药城“113”人才计划，人才政策体系的建设取

得突破性进展。2013 年5 月，医药城组织实施了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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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113”人才计划，24 个人才 （团队） 脱颖而

出；2014 年，中国医药城全年计划新引进高层次人

才650 名，其中“千人计划”专家10 名，省“双创

计划”专家 14 名，新增人才团队 30 个，其中省级

以上“创新团队”3 个。另外，还计划上争人才项

目资金 9 000 万元。中国医药城还为外籍人才签证

建立“绿色通道”，帮助办理如《江苏省海外高层

次人才居住证》、《外国专家证》等证件。被招引人

才享受创业启动资金，居住、配偶工作、孩子上学

等多项优惠政策。这些特殊的政策，为中国医药城

高层次人集聚创造了极好的政策条件。2013 年，中

国医药城全年共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583 名，其

中国家“千人计划”专家8 名，省“双创计划”专

家12 名；2 个团队入选省“创新团队”。

三、建立高层次人才载体接纳制度

招引高层次人才，既要求有高端化的招引平台

和特殊的政策支持，还要有招引人才载体。如中国

医药城建设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创

建“千人计划”研究院、建成国内首家人力资本配

置中心、中国国际人才市场医药城市场、江苏省医

药人才市场、外籍院士工作站等，这为打造国际一

流的医药人才集聚区提供了坚实的载体。构筑了政

府、研究院、人才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2014 年中

国医药城还将建立医药城“千人计划”医疗器械研

究院，新建1 家外籍院士工作站。同时，中国医药

城以引进高端成果，落户高端企业，发展高端产

业，带进高端人才的方法，促进“人才、团队、项

目、资金”一体化引进，实现项目与人才集聚的良

性循环。中国医药城已经形成“引进一个高端人

才、带来一个创新团队、催生一个高新产业，和引

进一个产业项目、带来一批人才、吸引一个创新团

队”的双轮驱动、链条式引才模式。七年多的时

间，中国医药城留学人员从无到有、外国专家由少

到多、“外脑”作用日益凸显，一大批海外领军型

人才，创办了一批优秀企业。中国医药城还将充分

发挥长三角北翼唯一的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创

新创业基地”品牌效应，打造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创

新创业示范区；同时，重点推进武田制药、勃林格

殷格翰、石药集团、海王药业等一大批知名企业项

目的建设进度，通过这些在业内具有影响力的企业

释放出巨大的引才磁力。此外，中国医药城强化产

学研合作，建立产才链接机制，打造深度合作载

体。目前，世界前 50 名医药企业，已有近 40%的

企业与中国医药城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些名企的加

盟吸引了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的关注。中国医药城这

种以产学研合作载体打造“人才高地”的方法，拓

宽了招引人才的新视野。还有，中国医药城举办国

际性的智力交流大会。如 2013 年第四届医博会期

间泰州与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共同举办的中国医

药城首届海外人才智力交流大会，是泰州市承办的

首个国际性人才招聘活动，有200 名海外高层人才

和团队将受邀参会。这200 名海外人才分别来自美

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 16 个国

家和地区的161 个城市，从事生物制剂、化学药品

制剂和医疗器械研发的占大多数，80%以上带着生

物医药类的高端项目参会，有的甚至带着一个团队

来参会。事实上，智力交流大会也已成为中国医药

城招引人才的重要载体。

总之，高层次人才集聚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才招

引制度建设问题。从集聚人才的长效机制来看，要

集聚高素质、能留住的高层次人才，更需要有科学

规范的招引制度做保证。首先要注重“猎聘”制度

建设。在采用立体推广方法建构人才信息招引机制

的同时，破除人才政策壁垒，以建设“人才特区”

的办法打通高层次人才集聚的“绿色通道”。要进

行聚才载体高端化机制建设，注重利用项目带动人

才集聚。同时要注意打造接纳人才的高端科研载

体，提高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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