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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群岛新区“人才引领”战略论 

耿相魁 

 

“人才引领”既不同于“人才支撑”，也不同于“人才引进”，而是一

种创新的区域发展新理念。“人才引领”意味着“人才”要优先技术、产

业、市场、项目等发展的态势。把这种思路引入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和发展

就会发现，它是一种既经济实惠又战略效益的路径，很值得思考和探究。 

由此形成如下战略内涵： 

一、人才优先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是当今时代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

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战略资源。“人才优先”也是《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年）》24字方针的核心。由此决定“人才优先”要做

到“四个优先”：一是位置优先——重视人才发展，要放在最优先位置；

二是积累优先——瞄准未来发展，要作好人才储备；三是投资优先——优

先人才开发投资，要建立多元投资机制；四是开发优先——优先开发人才，

要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二、开放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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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人才天下用，天下人才为我用”。要树立“大人才观”，扩大人

才开放度，按照国际通行的人才规则和惯例，在全球范围内开发和配置人

才资源。既要实施开放的人才国际化政策，建立健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

工作体制机制，又要加强各种人员的创业创新载体建设，积极吸引优秀人

才来舟山发展和发挥；既要着力探索本土人才国际化的培养模式，又要构

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球引智体系，以一种战略思维、世界眼光、

宽广胸襟广纳来自五湖四海的群贤。 

三、高端领航 

科学发展拼的是人才的量与质、讲的是智力储备和能力发挥、靠的是

知识经济。所以，人才的高端领航主要包括：一是要明确高端人才的战略

定位。历史和实践证明，高端人才是人才队伍的核心，将起着领航、带动

和示范的作用，如钱学森和袁隆平的作用。二是要注重引优育强。加快高

端人才引进和培养的速度，推行“人才→项目”的培养模式，坚持学校和单

位、政府与社会的结合模式。三是要强化个性服务，优化高端人才发展环

境，让他们进得来，留得住，发挥得好。 

四、海洋特色 

舟山因海而生、与海为邻、依海而兴。所以，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要突

出一个“海洋强国战略”的内涵。由此决定了“人才引领”也要突出“海洋

经济”的主题，紧紧围绕浙江海洋经济发展先导区、全国海洋综合开发试

验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重要增长极的三大战略定位来引进、培

育、发挥和使用人才。特别是要挖掘、发现、引进和培养“海洋思维”、“海

洋理论”、“海洋科技”和“海洋工程”的人才。 

五、以用为本 

人才培养和引进的目的在于使用，人才在使用中才能起到应有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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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坚持“以用为本”的原则，树立“使用就是最大的培养”的观念，来

完善高端人才选任、评价、发现、流动配置等机制，通过人才市场机制的

发挥，把合适的人才安排到最合适的岗位上，便于发挥最佳的人力和人才

效益。要建立一种人才在创业中放下身段的机制，克服“官本位”倾向，

积极为“海智”与“民资”牵线搭桥，实现领军人才与本土企业的全面对接。 

六、市场配置 

当前国际国内区域竞争愈烈，产业、人才等要素转移和流动频繁，新

区要充分利用这个机遇，探索建设“舟山国际人才市场”，建立高端人才

供需引导机制，扩大人才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探索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

薪酬定价机制，争取放宽对国际人才执业资格限制，以领军人才、创业人

才为重点，实施重点人才工程开发和集聚计划，加快引进集聚海外高层次

人才，加强重点产业领域人才资源开发，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率

先形成人才核心竞争优势。 

七、激励保障 

人才激励机制的核心是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与合理的回报机制。建立

科学评价机制，一是要区分组织性质的差异。企业由市场评价，政府由百

姓评价，事业单位由使用者评价；二是是明确组织战略目标，它决定了评

价内容：人才要适合组织需要，不能偏离组织目标，人才换了环境就不一

定是人才；三是不同层次人才评价重点不一样。决策者要以能力评价为主。

对胜任者，要进行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而“容错”是最大的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