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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企业科创短板应建用人才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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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人才资源需要通过市场优化配置促

进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企业成为重要创新主体和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

力量。但科技型中小企业却面临着人才“瓶颈”。浙江省可通过全球

人才蓄水池的持续建设和运行，补科技型中小企业科创短板，激发其

科技创新活力，担当技术创新主力。

一、建好人才蓄水池，成为科创人才源头活水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储之。”将人才

像蓄水一样储备起来以备所需，是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重要之

举。坚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并能承担风险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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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人才队伍，涵养创新型人才蓄水池，以利在科技创新实践中识别

人才、培育人才、用好人才。

政府在人才蓄水池建设中应发挥主导作用。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

主导人才吸引，致力加强优秀人才储备，打造创新型、专业化人才队

伍；通过编制人才战略、制定人才政策、营造人才环境和氛围，引进

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集聚青年英才，推进“鲲

鹏行动”。

多举措充实人才蓄水池。地方政府通过人才办等机构，采取招引、

培育等举措，增加“蓄水池”人才数量、改善人才结构、提升人才层

次；动员、引导研究院所、高校、名企等众多创新主体共同参与人才

培训、联合研发、信息分享、成果交流；运用人才评鉴、引荐、搭配

等方式促进人才流动，积极参与“金蓝领”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建设、

发挥全球人才信息和科技服务平台作用，举办海内外人才招聘活动，

为全球人才蓄水池开源，推进国际一流的三大科创高地建设。

二、用好人才蓄水池，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多方式引科技人才入企。企业依据需求，精准引才入企。科技型

中小企业要与政府部门建立沟通机制，与向政府人力资源、科技厅等

部门报告人才需求状况，坚持按需求才和用才育才相结合的原则，对

“蓄水池”中人才专业特长和应用能力综合考察，精准引进。同时，

企业应主动聘请“蓄水池”中的院士、退休专家，借助其丰富的研究

积累和阅历，指导企业科技研发，并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参与；主动寻

求高校、科研院所等科技人才到企兼职，明确入企各类科技人才工作

关系，从优安排福利待遇，合理确定工作期限。

建设人才专家服务团队。党委政府根据属地企业需求，牵头组建

包含院士、教授、博士、大型科技企业高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海

外技术人才的专家服务团队。组织专家服务团队走访、实地调查有需



求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与企业开展现场对接，面对面高效探讨产品研

发技术难题、产业发展方向、人才需求等问题，尤其是对接属地企业

技术攻关需求、重大技术瓶颈，全面提升高层次人才技术服务能级。

实施项目制促进引才育才。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建设、参与高质

量项目，引才育才。在项目建设中充分调动“蓄水池”中各类人才资

源，壮大高水平、高技能人才队伍，组建管理到位、分工明确、技术

过关的项目团队；掌握人才蓄水池动态信息，及时补充、合理调整；

积极与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依

法合理吸纳高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门中的科研人员入企兼职，通过

挂职、合伙、入股等方式参与企业、区域项目建设；在项目建设中完

善企业技术培训制度，健全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创新激励和保障机制。

三、依托人才蓄水池，企业科创助推区域科技发展

深圳“4个 90%”的创新模式，即 90%的科研机构、90%的研发人

员在企业，90%的研发资金、90%的发明专利出自企业，深刻反映了深

圳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当努力向深

圳自主创新水平靠近。

发展区域科创研发机构。企业研发机构建设稳步推进。浙江省

2019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研发活动企业数超过 2 万，同比增长

22.5%，企业研发机构数量超过 1.3 万，同比增长 36.6%。大中型工

业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比例显著上升，研发机构数量增长更多出自企业，

政府更多支持大中型企业到海外建立研发机构，联合科研院所承担国

际科技合作项目，建设全球人才蓄水池；同时对企业研发机构进口科

技开发用品或科教用品的，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壮大区域研发人才总量。政府、企业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发展工

作。针对不同人才需求，选取了领军、拔尖、骨干类人才给予创业、

创新、创投等方面引导支持，给予科研、技能创新人才学术深造、成



果创新等方面资助培养；以研发机构为依托，企业通过技术培训、联

合培训、交叉培训等方式，培育了更多数量重点关键领域研发人才，

不断壮大研发人员队伍；以企业为主体，“蓄水池”人才为重点对象，

推进“就地育才”“本土育才”，有效扩大区域研发人才数量。

增加研发经费投入。“蓄水池”人才为企业科技创新注入新动力，

突破技术创新难题，企业实现“人才成本”到“人才收益”的转变，

促使企业加大研发资金投入。浙江省财政厅设立不同等级企业研发后

补助资金，对重视创新和研发投入力度大的先进企业进行奖励，鼓励

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政府研发资金投入和国外资金投入占比略有

下降，全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比稳定保持 90%以上，，研发经费总

额实现持续增长，研发投入强度向国际先进水平靠近。

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成果应用。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人才培养相互

促进。“蓄水池”人才队伍建设助力企业建设，企业、政府资金向应

用类科研项目倾斜，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科研人员职务发明

成果权益分享机制，成果产生效益与参与人才的奖励、股份等挂钩，

对研发人员获得的奖励或工资性收入,以及股份分红等,减征或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利用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支持人才创新创业，带动“蓄

水池”人才培养机制的调整优化。推进企业与学校联盟、行业联合、

海外联结的多元协同合作引才育人体制形成，放大科技成果转化的作

用，实现人才蓄水池可持续建设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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