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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和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

质优良的各类人才队伍对构筑磅礴的中国力量，实现中国

梦至关重要。通过搭平台引人才，通过资源聚人才，通过

机制用人才，开创全球引才新模式。

近年来，中国浙江省嘉兴市深入打造面向全球的长三

角人才集聚“强磁场”，把人才强市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

的核心支撑，建设“重要窗口”中“最精彩板块”的关键

之举，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嘉兴

市一直坚持人才平台的筑“巢”引凤，提能造峰，先后引

进了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中科院应用技术研究院等一

批重大创新平台。其中，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简称“长

三院”）是中国浙江“引进大院名校，共建创新载体”战

略的先行者，浙江第一家省校共建新型创新载体。多年来，

长三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以人才

作为支撑发展的根基，团队式引进人才、捆绑式开发项目、

股份制深化产学研合作，引才育才聚才工作取得了积极成

效 [1]。

人才

长三院按照“一院一园一基金”的模式，先后组建了

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未来技术研究院、嘉兴区块链技术

研究院、航空发动机研究院等聚焦专业领域的成果转化平

台。其中，“一院”就是牢牢依靠长三院的科技和人才优

势设立专业研究院，为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汇聚高端人

才；“一园”就是有效融合地方产业和环境优势设立产业园，

为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营造聚集空间；“一基金”就是充

分调动社会资源设立产业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及产业基金，

为募集社会有效投资敞开融资渠道。通过明确研究院和产

业平台的定位，明确引导基金的股权结构，厘清三方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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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发挥三方各自优势，推动了一批领先技术从实验室快

速走向市场，项目总投资超过 100亿元，该模式被省内外广

泛借鉴，形成良好示范效应。

长三院按照明确一个产业方向、打造一个创新平台、

培养一支核心团队、提供一方物理空间、集聚一批创新企业

等发展理念，积极支持清华教师、海内外清华校友及高层次

人才落户嘉兴设立研发中心。截至目前，共设立新型工程化

和智库型研发中心 50余家，推动了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

等重点产业化项目快速孵化，培育了合众汽车、星天海洋、

雅康博等一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长三院充分发挥省校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清华大学选

调到浙江、到嘉兴工作的优秀毕业生、青年教师以及开展暑

期实践的博士生人数均逐年增加。同时，针对清华优秀硕士、

博士毕业生及学生干部，启动“卓越人才计划”，优化干部

梯队建设和培养。

网络

长三院坚持广募天下英才，通过建立“海外孵化、带

土移植、院市合作”的海外引智工作链，在美国、德国、英

国、澳大利亚布设 11个离岸孵化器，服务覆盖 25万海外高

层次人才。并通过考核、激励、筛选、淘汰，实现了海外与

国内双向的良性互动，在项目征集、筛选、入驻、孵化、出站、

落户的各个环节都建立了详细的工作流程，使孵化项目与嘉兴

本地的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和落户成功率明显提高，累计在海外

孵化项目 300多项，“带土移植”项目占比超过 50%[2]。

经过十余年的人才活动，长三院推动形成了“海外学

子浙江行”“青年才俊浙江行”“长三角全球科创路演中心”

等引智品牌，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才引、育、留、用工作生

态链辐射联动能力进一步增强。连续组织承办了 12届“海

外学子浙江行”招才引智活动，累计为浙江引进培育超过

1000位海外高层次人才，近 400人入选国家级、省级领军

人才及各地人才计划，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举办时间最长、

参与人数最多的招才引智活动之一。2019年，长三院又与

嘉兴市发起成立长三角全球科创路演中心，进一步搭建高科

技优质项目的高效交流合作平台，实现科创产品展示、项目

路演、融资洽谈等的全球实时交流 [3]。

长三院坚持把培训咨询作为对接企业技术需求、引导

企业转型创新，服务地方发展的重要一环，逐渐积淀形成了

扎根地方、颇具特色、市场认可的系列培训品牌。越商学堂、

台州民营经济研究院、企业家培训等，每年为 4000余人次

提供精准专题技术培训，为地方人才培养提供了新途径。

长三院按照科研成果、学术影响力、组织承担科研项

目的能力等因素对现有 PI进行评估定级，并新设立青年

PI，结合年度考核实行“能上能下”的动态考核管理机制，

不再单纯以职称、论文等作为评价科研水平的标准，而是结

合长三院科研发展方向及业务需求，综合考量 PI在各类科

研项目执行中产出，对科研成果突出的 PI给予更高的级别

认定，配套更多科研资源指标、科研辅助人员，帮助其做大

做强科研团队，产出更多科研成果。

长三院积极推进内部人才梯队式建设及多岗位培养锻

炼，打通纵向及横向职业生涯发展通道，在人才选拔、晋升、

职称评审、挂职交流等方面强调“不拘一格用人才”。按需

求灵活进行岗位竞聘和配置，通过竞争上岗、挂职轮岗、“内

部培养＋外部输送”结合等方式，发掘优秀人才、青年人才、

复合型人才、专技管理双肩挑人才。

作为首批科研单位自然研究系列自主评聘试点，长三

院结合专业技术岗位使用现状及发展需求，科学编制，合理

统筹，实现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聘工作与岗位设置管理

有机结合。对不同类别、不同级别科研人员分类评价，精准

施策，实现职称评聘与岗位竞聘相结合，形成专技人员职称

多系列晋升发展的格局。此外，积极申办省级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基地资格，不仅为院内专业技术人员提供了丰富的

课程选择，同时也解决了中国浙江省区域其他单位专技人员

的课程需求。

千秋功业，关键在人。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

靠人才实力。下一步，长三院将持续发挥促进创新资源集聚

的平台效应，加强与海外科研机构的科技合作交流，探索通

过国际合作推进共性技术攻关和科技创新成果共享，引进高

层次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团队式引进和培养关键核心领域优

秀青年人才和技术专家，为相关领域的技术攻关提供创新基

础和团队力量，聚力推动新型创新载体提能造峰，打造高端

创新载体，为区域打造面向未来的创新活力新城提供更强大

科技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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