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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区谋求新经济人才“霸主”
本报记者 龚友国

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对
于成都高新区而言，精准找到人才只是第
一步，有吸引力的政策和环境才是让他们
留下来的关键。为进一步增强对各类人才
的吸引力，成都高新区推出“金熊猫”一卡
通服务制度。在落户、奖励发放、融资理
财、子女入学、医疗保障、政务服务等方面，
对“金熊猫”人才提供“绿色通道”，享受精
准定制和自选菜单式人才服务。

目前，成都高新区正大力实施人才安
居工程，在重点产业园区规划建设用地规
模1646亩、建筑面积约220.8万平方米的
人才公寓项目。截至目前，已建成26076
套人才公寓，初步形成涵盖国际顶尖专家
公寓、高级专家公寓、高层次人才公寓、青
年公寓和技能人才公寓5个层次的人才公
寓体系。

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5
年，还将规划建设9个人才公寓和产业园
区配套住房项目。总建设面积达435万平
方米，房屋总套数约3.6万套，力争让各类
人才都能“住得上房、扎得下根”。

除了“人才新政”和多层次的住房租房
体系，成都市的综合实力对各类人才同样
具有吸引力。根据英国权威机构GaWC
（“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评级，世
界城市被分为Alpha、Beta、Gamma、Suffi-
ciency四个等级。目前，成都城市综合竞
争力居全球第62位，跃居世界城市体系
Beta级，在内地城市中的评级仅次于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高于杭州、重庆、武汉。

各类人才也用实际行动对成都投下满
意票。根据智联招聘《2018年春季白领跳
槽指数调研报告》显示，二次择业时，有
33.2%的白领选择成都、杭州等新一线城
市。今年3月，极光大数据发布《2018年中
国程序员研究报告》，成都程序员以32.4%
的自有住房率超过北上广深杭的同行。去
年7月以来，成都发布的“人才新政”形成
引爆效应，吸引各类优秀人才纷至沓来。
数据显示，2017年成都高新区人才中心办
理集体户迁入32080人，办理量约为上一
年度的42倍。

为了让更多企业和创业者享受到商事
制度改革红利，激发社会投资创业活力，培
育产业发展新动能，今年3月成都高新区
对外公布“仅跑一次”和“审批不见面”事项
清单，涉及经济运行、税务、基层治理、社会
事业等687项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事项。

“鱼无定止，渊深则归；鸟无定栖，林茂
则赴。”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成都高
新区着力打造与国际接轨的政务环境，为多
层次人才提供政策、服务、资金、环境、平台
等方面的优质服务，围绕产业链打造人才
链，构建“基础人才—中高端人才—高端人
才—顶尖领军人才”紧密衔接的人才链，形
成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协同发展、同频共
振的“三链融合”发展生态系统，打造创新创
造中心，高质量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人才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者。目前，
正在大力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新经济
三大主导产业的成都高新区正“求贤若渴”。

据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刚刚
发布的《成都市人才开发指引（2017）》显示，
目前，成都高新区急需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节能环保、人工智能等领域人才。而根据国
内知名猎头平台近日发布的《2017—2018年
度猎头行业发展白皮书》，2017年，猎头做单
最多和岗位需求量最高的行业均为IT互联
网行业，而成都猎头数位列猎头分布榜第四
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和深圳。

“最近几年，很多互联网企业和科技公
司纷纷将研发机构、总部设立在或迁移到成
都高新区，他们有很大的人才需求，猎头也
随之而来。”锐仕方达（北京）人力资源顾问
有限公司区域总裁黄斌说。

锐仕方达成都办事处位于成都高新区
国际人才城，这里共入驻知名优秀人力资源
服务企业与组织70余家。在锐仕方达成都

办事处的正对面，是国内规模最大、发展最
快的软件园区之一 ——天府软件园，入驻
有IBM、华为、阿里巴巴等200余家国内外
知名企业，并涌现极米科技、咕咚运动、百词
斩等一大批新锐公司。

作为成都的产业主阵地，成都高新区已
推动形成电子信息、新经济和生物医药三大
产业生态圈，各类型企业总量超11万家。“快
速发展的产业格局需要各类人才支撑。”成
都高新区人才工作处相关负责人说，“金熊
猫”人才政策提出，对于重点企业新引进的
主导产业人才给予支持，5年内给予最高总
计12万元的生活补贴。对重点企业引进的
年薪在10万元以上、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
历或符合要求的技能人才，给予每人每年最
高5万元奖励。

除了主动招引人才，“金熊猫”人才政策
还提出建立全域人才培育体系。支持在蓉
高校、职业技术（技工）院校按照成都高新区
产业发展方向调整学科设置，培养急需专业

性人才，给予最高2000万元补贴；支持辖区
重点企业围绕成都高新区主导产业建立海
外人才实训基地，每年给予实训基地最高
100万元补贴；鼓励企业与高校、职业技术
（技工）院校合作，采取“订单式”、委托代培
等方式开展技能人才培养，给予最高500万
元补贴。此外，还着力招引高校毕业生、基
础研究人才、技能人才以及创客人才等各级
各类人才群体，构建与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和新经济三大主导产业发展、与建设国际创
新创造中心相适应的人才梯度。

罗蓉表示，正是由于吸引了各类高层次
人才，成都高新区先后诞生了蓝光英诺、奥
泰医疗、优途科技、先导药物、准星云学等一
批高科技企业，研发出全球首创3D生物血
管打印机、国内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
导磁共振医学成像系统、国内首款智能掌上
超声设备、国内首个获准欧盟上市的中成
药、国内首个“药物种子库”等重大科技成
果，为区域产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近年来，各地关于人才的竞争已经进
入“白热化”阶段。作为“诱人”的重要手段
之一——人才政策自然也是各地展示“诚
意”和“重视”的最好载体。作为成都来说，
实打实的人才政策落地以及心贴心的人才
服务配套，让不少来蓉创业创新的人才团
队赞不绝口。

据成都高新区党工委委员、党群工作
部部长罗蓉介绍，目前，成都高新区正在积
极构建“以人才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发展生
态圈”。4月8日，成都高新区正式印发了
《成都高新区实施“金熊猫”计划打造全球
人才活力区行动纲要》和配套的“金熊猫”
人才新政50条，提出了到2025年引进2万
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打造成为全球人
才活力区的总体规划。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发布
的“金熊猫”人才政策由12大条50小条构
成，包括实施“金熊猫”人才引进计划、建立

“金熊猫”全域人才培育体系、鼓励海外人

才离岸创新创业、鼓励人才服务中介机构
建设、提供后勤保障服务等。

政策提出，设立“金熊猫”人才奖，面向
全球礼聘顶尖人才，对于顶尖创新创业团
队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最高可给予1亿元
资金支持；创新利用市场手段引才，中介机
构成功荐才最高可获200万元奖励；对重点
企业引进的符合要求的技能人才，给予每
人每年最高5万元奖励；支持在蓉高校、职
业技术（技工）院校培养急需专业性人才，
可给予最高2000万元补贴等。

“成都不仅有很多创业机会，还有极具
吸引力的人才政策，这些是吸引外国人来
到这里工作生活的重要原因。”中国成都人
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高新园区的外籍人力资
源服务平台代表、“老外HERE”联合创始
人、来自英国的Daisy对于成都高新区近期
出台的“金熊猫”人才新政给出了高度评
价。她认为“金熊猫”新政是她近两年了解
到的引才力度最大的政策，对于中介机构

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鼓舞的事情。“我
们下一步也将采取行动，比如开展翻译，让
更多外籍人才了解这一政策优势。”

除了“金熊猫”政策，成都高新区还通
过“天府人才行动”，加速招纳天下英才。
过去一年，该活动先后走进德国法兰克福、
美国硅谷、加拿大多伦多等国内外城市及
高校，开展各类人才招聘活动30余场次，引
进产业急需紧缺人才5300余人；离岸创新
创业基地工作站点全年接洽离岸项目24
个，目前已有6个项目落地。

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成都高
新区自建区以来就拥有强大的人才发展基
因。未来，成都高新区将聚力产业振兴崛
起、人才优先发展、生活城市建设“三件大
事”，以实施“金熊猫”计划为统揽，推动形
成“人才+”发展理念，按照“三步走”的战略
将成都高新区打造成最具活力的西部人才
集聚中心、跨区域人才流动节点枢纽和全
球人才资源配置网络。

政策升级，积极构建人才生态圈

精准对标，围绕三大产业引人才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党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

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目前，

成都这座中国“新一线城市”，正以其独特

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来此工作生

活。同时，作为成都经济外向度最高的区

域之一，成都高新区也在不断加码引才力

度，送出多项“大礼包”，力争建设人才高

地，打造全球人才活力区，谋求新经济人才

“霸主”。

栽好“梧桐树”
引来“金凤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