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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维破解新区人才瓶颈 
     

林上军 

 

“功以才成，业以才广”。舟山群岛新区要建成长三角地

区发展的重要经济增长极、东部地区重要的海上开放门户、

海洋海岛保护综合开发示范区、陆海统筹发展先行区，需要

有一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关键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

量。 

一、新区建设亟需大量人才 

新区建设面临着人才的大量缺口。舟山市人才办提供的

数据显示：目前全市人才队伍总量已达 20余万人，其中博士

224 人、硕士 2300 余人、高级职称人才 5400余人、高技能人

才 12600 余人，分别比 2008年增长了 22.2%、98.2%、151.4%、

38.3%、203% ，初步形成了一支门类齐全的人才队伍，有效

地助推了新区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但根据舟山人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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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规划：2015年，新区人才总量要达到 29.7万人， 而到

2020年要达到 42.5 万人。因此，新区人才工作亟需加强和创

新，以保证新区人才资源能够支撑新区正常的建设发展。 

二、 新区亟需创新人才工作机制 

就人才而言，哪怕是一线大城市，在人才的需求上也是

永远不会满足的。但就“舟山新区”而言，因为其经济底子

薄、原有人口总量小，而今要承担起中国沿海经济发展新引

擎的重要角色，其对人才的大量渴求特别明显。目前，以省

“百人计划”等为标志的人才扶持政策，在“舟山新区”显

示出良好的效应。就新区本身而言，也正在进行一系列引才、

留才、用才的工作机制创新。 

1、不惜血本着眼于自己培养人才 

尽管去年舟山地方财政收入近 80亿元，但舟山近年来投

入 37 亿元扩建浙江海洋学院、新建浙大舟山校区一期。今后

将逐步形成浙江海洋学院、浙大舟山校区、浙江国际海运学

院、舟山职业技术学校为主体的“四足鼎立”格局的本土人

才培养体系，在校学生人数将达近 3 万人。舟山每年还选派

一批航运、物流、英语人才分赴海外专题培训；和相关院校

合作，定期举办港航物流、土木工程、金融学专业硕士学位

班;每年选配紧缺人才赴国内名校进行深造。 

2、招才引智力求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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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市本级及各县区人才办可支配使用的人才专项发展

专项资金达到 1亿元，其中市本级可用达 6000万元。围绕各

类人才创业创新和服务保障，实施“智汇群岛·创新引领”

战略，全力打造海洋经济创业特区。对落户舟山的领军人才

（团队）项目，分别给予 100—300 万元和 500—1000 万元不

等的创业资助，并提供创业投资、融资担保等政策。围绕海

洋产业发展需求，新区已连续 10年开展“大培训、大练兵、

大比武”活动。 

3、探索人才引进使用新模式 

所谓的新区人才储备中心，就是市委组织部下属事业单

位，与市人才评荐服务中心合署。该中心旨在通过高效灵活

的引才机制和薪酬机制，围绕群岛新区建设的重点区域、重

点领域和重点产业，面向国内外引进和储备一批新区建设所

需的高层次、紧缺专业人才，实行按需所聘、定岗定责、统

一保障的引才用才新模式。该中心不但是一个“人才集聚、

需求匹配、流转顺畅”的人才特色平台，也是一个人才优胜

劣汰的缓冲“地带”。招进来的人才与中心签订试用一年的合

同，如一年内在试用单位表现不适岗，则解除劳动合同。这

改变了以往合同“一签定终身”的状况。 

三、新区人才工作也需上级支持 

针对当前舟山新区的人才工作面临一些共性及个性问

题。舟山有关人士建议：上级应加大对新区人才经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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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省里能尽早落实《关于推进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的若干意

见》已对新区海洋人才和创新团队的培养引进资金明确支持，

希望省里在统筹重大项目时，把涉海类适合舟山区域特色的

项目布局到舟山，以利于海洋类人才的集聚，以大平台引领

产业，吸引更多人才；希望上级就一些引进费用较高的大平

台能够给予配套资金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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