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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区比较的基本选择依据 

  1、粤京沪苏浙最早受惠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发展比较快；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较早，非公有经济发展迅速；

国内生产总值(GDP)较高、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较大，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经济界，有人称之为先发展地区。本

文以此为基点，从广东与其它地区比较的角度作如下分析： 

  2003年广东GDP为13449.93亿元，占全国GDP比重9.99%，在全国名列第一位；北京3611.94亿元，占2.6

8%，列第十五位；上海6250.81亿元，占4.64%，列第七位；江苏12451.75亿元，占9.25%，列第二位；浙江92

00.00亿元，占6.83%，列第四位。而GDP同比增长速度全国为11.96%，其中广东为13.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64个百分点，名列第四位；北京为10.5%，上海为11.8%，江苏为13.5%，浙江为14.0%。 

  2003年广东固定资产投资为3835.22亿元，占全国比重9.15%，列第一位；北京1986.19亿元，占4.74%，

列第六位；上海2213.23亿元，占5.28%，列第五位；江苏3664.76亿元，占8.74%，列第二位；浙江3057.10亿

元，占7.29%，列第四位。 

  2、粤京沪苏浙区域创新能力都相对靠前，排名均在前六位。2001年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指标北京56.53分，

列全国第一；上海56.35分，列第二；广东46.83分，列第三；江苏42.61分，列第四；浙江37.40分，列第六。

1999年地区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北京为12.39，上海11.45，天津11.19，广东11.55，江苏10.87，浙江10.33，

系数均超过10.0，属中等水平。 

  3、我国三大都市经济圈分别以北京和天津、上海、广州和深圳为主要核心；我国城市人才竞争力排名前五

位是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第八名是南京。 

  二、粤京沪苏浙人才基本情况比较 

  2000年底，我国人才总量6360万，其中专业技术人员4100万。而2000年我国就业人口总量为72085万人，

每万就业人员中有人才882.3人、专业技术人才568.8人。 

  2002年北京人才189.9万人，专业技术人才63.3万人；其中，就业人员798.8万人，每万就业人员中有人才

2377.0人、专业技术人才有792.4人。据统计，2003年广东专业技术人才有206万人，每万就业人员中有专业技

术人才499.8人；江苏专业技术人才有264万人，每万就业人员中有专业技术人才731.2人；浙江专业技术人才有

285万人，每万就业人员中有专业技术人才962.2人。由此可见，广东每万就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才数量不足500

人，比北京、江苏、浙江都低，而且低得多。 

  2001年我国引进外国专家总量44.09万人，其中广东14.7万人，占33.34%，超过三分之一；北京2.67万

人，占6.05%；上海7.43万人，占16.86%；江苏3.58万人，占8.12%；浙江1.22万人，占2.78%。 



  三、粤京沪苏浙职工工资统计比较 

  2003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14743.5亿元，年均增长12.0%。其中，广东1515.6亿元，增长16.0%；北京109

8.9亿元，增长15.6%；上海768.7亿元，增长9.6%；江苏917.3亿元，增长12.8%；浙江784.8亿元，增长2

0.4%。广东职工工资总额增长较快，已经达到了16.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个百分点；低于浙江，高于北京、

上海和江苏。 

  2003年职工年人均工资全国为14040元，增长12.0%。其中，广东19986元，增长11.2%；北京25312元，增

长14.8%；上海27304元，增长13.0%；江苏15712元，增长15.3%；浙江21367元，增长12.7%。广东职工年人均

工资虽然比全国水平高5946元，但比上海低7318元，比北京低5326元，比浙江低1381元，比江苏高4274元。广

东工资总额增长较高，但职工年人均工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此可见在基础激励层面上并不占优势。 

  2003年广东GDP总量在全国比重为9.99%，增长率为13.6%，高于北京、上海、江苏，低于浙江；固定资产

投资总量占全国比重为9.15%，增长率为26.9%，高于北京、上海，但低于江苏、浙江。应该说，广东不仅在GDP

的比重和增长方面并不低，而且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和增长方面也不低，但职工年人均工资增长不高。这有点

贡献大回报小的感觉，即激励程度不高。 

  深圳市统计局2004年4月发布数据显示，2003年深圳在岗职工年人均工资首次突破3万元大关，达到30611

元，超过广州，在京、津、沪、穗、渝、深六座城市中排名第一。其中，广州在岗职工年人均工资为28806元，

居第二；上海在岗职工年人均工资为27304元，居第三；北京在岗职工年人均工资25312元，在六座城市中居第

四；天津年人均工资18648元，居第五；重庆年人均工资12425元，居第六。从增长幅度看，职工年人均工资增

长最快的是北京，位于第一，增幅达15.8%；天津增长14.7%，居第二；上海增长14.0%，居第三；重庆增长1

3.4%，居第四；广州增长9.9%，居第五；深圳职工年人均工资增长最慢，只增长7.7%，居第六。由于深圳、广

州等主要城市职工年人均工资增长幅度排在后面，使得广东职工年人均工资并不特别高，增长也不很快。 

  广东和北京都对公务员实行了“阳光工资”制度。其中，广东岗位津贴正省级(最高标准，下同)是7800元/

月，正厅级5700元/月，正处级4300元/月，正科级3250元/月；北京称为“3581工程”，正市级工资北京(最高

标准，下同)是10000元/月，正厅级8000元/月，正处级5000元/月，正科级3000元/月。据新华网2004年10月2

9日报道，公务员“阳光工资”改革亦已在上海悄悄实行。 

  四、粤京沪苏浙比较调查问卷分析 

  1、广东的地缘优势正在渐渐丧失。在课题调研“总体评价”问卷中，对于“广东的地缘优势更有利于集聚

人才”一项，有578人和141人分别选择了“同意”和“非常同意”，占总调查人数的65.9%；但在与北京和上海

的比较中，广东则明显居于劣势，一共有40人在“广东的地缘优势更有利于集聚人才”(与北京、上海比较)这

一项目中选择了“非常不同意”，有206人选择了“不同意”，占总调查人数的22.55%。这充分表明在广东人才

激励的地缘优势上，正逐渐输于北京、上海。从上世纪80年代起，广东依托地缘优势，抓住港澳台地区与东南

亚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三来一补”等外向型工业，吸引了大量人才“孔雀东南飞”。但

随着广东工业技术含量低、原创性和植根性差、盈利能力弱、大而不强等隐疾凸现和浦东开发与“长江三角洲”

的迅速发展，广东的地缘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2、广东的社会风尚在一定程度上为各类人才认同，但也不容乐观。问卷结果表明，在总体评价上，选择

“同意”和“非常同意”的人数只有495人，但有33%的人(360人)选择了“有点同意”，这表明各类人才对广东

的社会风尚还处于一种期待和观望态度，说明真正有利于发挥人才的聪明才智的社会风尚在广东还未形成，或还

未为各类人才完全接受和认同。此外，与京沪苏浙相比，广东的社会风尚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很乐观。 

  3、广东的物质待遇更有利于激励人才，但也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绝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与京沪苏浙相

比，广东在物质待遇方面略有优越，有30%的人“有点同意”、45%的人“同意”，11%的人“非常同意”这一观

点。这主要是由于深圳、广州等地年人均工资居于全国前列。 

  4、广东的人才政策与京沪苏浙相比均显不足趋向。在总体评价中，至少有271人“有点不同意”广东的人

才政策更有利于吸引人才，占24.84%；与京沪相比，有446人至少“有点不同意”这一观点，占40.88%。说广

东人才政策相对落后是由于京沪均早于广东对外来高级人才实行居住证制度。广东吸纳人才的比较优势在相对弱

化，不如京沪，如北京引进留学人员4万多人，上海3.2万多人，广东仅1.2万余人。 

  五、京沪苏浙人才激励的基本特点 

    1、思想先行，见解独到。在实施人才战略方面，京沪苏都做得不遗余力，不仅有实践活动，而且确保思想

先行，理论可以指导实践工作。例如，北京的“首都人才战略”，上海的“人才高地战略”、“人才国际化战

略”，江苏的“解放人才”思想、“人才国际化战略”、“精英人才战略”——领袖人才、领军人才、领先人才

等。 

  2、关注精英，敢作敢为。京沪苏浙在吸引人才方面也是做尽文章，不仅目标清楚，关注精英，而且敢作敢

为，大胆投入。其具体表现为：(1)项目管理，出手大方。例如，江苏的“六大人才高峰”首期资助总额超过80

00万元，二期仅财政拨款就达到1000万元。(2)启动很早，效果明显。京沪苏浙都是国内先发展地区，因此在人

才吸引方面，也是在全国领先的。(3)目标清楚，关注精英。京沪苏浙吸引人才的目标非常清楚，主要关注精英

人才、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4)规模巨大，协调配合。京沪苏浙在吸引人才方面动辄“万名”，如上海、江

苏都早于国家制定了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政策，上海实施了“万名海外留学人才集聚工程”，江苏实施了



“六大人才高峰”，浙江实施了“万名人才引进工程”。京沪苏浙要实行如此庞大的人才吸引计划，部门之间的

有效协调和配合就变得非常重要了。(5)市场开放，竞争激烈。在国内，人才相对集聚的地区，也就是北京、上

海、广州、西安等主要是先发展地区及重要省会城市，因此竞争非常激烈。京沪苏浙相互吸引人才，拼劲十足。 

  3、立足国内，面向全球。京沪苏浙不仅在国内招募人才，如北京、上海、广州、西安，而且把触角伸向了

香港、澳门和台湾，最终是在国际市场上招募高层次人才。按照目前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全球化、国际

化进程越来越快，能够在技术上站在世界前沿，还要懂经济、会管理，并且拥有国际市场经验和外语背景的人

才，主要得依靠国际人才市场了。因此，京沪苏浙都不约而同地把目标投向了国际人才市场。 

  4、重奖人才，影响深远。京沪苏浙对人才奖励也都很重视，显得非常普遍，不似改革开放之初，只有广东

珠海重奖人才。这些战略和措施的实行，必然对广东在人才市场上的地位产生重要和深刻的影响。 

  5、软硬兼施，重塑文化。京沪苏浙都由硬性条件吸引人才，逐步转移“软硬兼施”上来，不仅确保硬性条

件满足人才工作、生活需要，而且在软环境上下功夫，如文化环境、区域环境、区域精神的重新塑造等。 

  六、先发展地区人才激励的主要启示 

  1、宽释约束，开放市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快速推进，粤京沪苏浙在人才管理和开发

方面，都在逐步宽释约束，开放市场，如工作居住证制度的普遍实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

基本特征是文明开放和讲究规则，因此在人才管理和开发方面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规律，继续宽释约束、

开放市场，这是人才激励工作的首要前提。 

  2、确立战略，主动进取。京沪苏在吸引人才方面都首先是依据国家“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以及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向和总体要求，理清了基本思路，确立了人才战略。在地区人才战略的推动下，京沪

苏都主动进入人才市场，包括国际人才市场，一方面大力培养本地区已有的各种人才，另一方面以各种优惠政策

吸引地区急需的高层次人才、高新技术人才、紧缺人才等，如上海的“万名海外留学人才集聚工程”，江苏的

“六大人才高峰”。当然，在人才战略方面，浙江、广东相对而言缺乏思想，但均有行动，如浙江的“万名人才

引进工程”，广东的“六大人才培养工程”。 

  3、目标明确，职责清楚。京沪苏浙在人才管理与开发方面目标非常清楚，如北京“人才之都”，上海“人

才新高地”，江苏的“六大人才高峰”，上海和浙江“万名人才工程”等。各相关部门职责清楚，按照已有分工

做好本部门人才培养、吸引等方面的工作，配合有力，协调默契。各部门之间良好的协调与配合，可确保吸引人

才的各项措施得到有效落实和全面贯彻。 

  4、全面激励，舍得投入。粤京沪苏浙在人才培养和吸引方面逐步形成较全面的激励体系，包括政治、经

济、文化、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具体有教育、科研、人才以及各种项目的基金，住房以

及安家费，项目启动费，年薪制，要素参与分配制，带薪休假与专家休假，专家公寓、教授楼，引进国外智力，

人才表彰活动等。所有这些激励措施，绝大部分都需要投入。 

  5、形式多样，灵活掌握。作为政策应该有一定之规，但在人才培养、吸引方面，粤京沪苏浙也逐步形成具

有灵活性、多样化的激励体系。在对待一些特殊人才的吸引、引进方面，也出现特事特办、一人一策的灵活处理

办法，即所谓特批。 

  6、信息及时，工作到位。在人才培养、吸引方面，粤京沪苏浙利用各种媒体和传统情谊联系等多种方式或

渠道，信息发布及时，工作到位，项目运行顺畅，部门协调配合，成效比较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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