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三角人才一体化 

文/尚圆圆 

   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以上海为龙头，苏浙为两翼。位于我国沿海开放带和长江经济带的T型
结合部，构成了“外通大洋、内联腹地”的战略枢纽点和中国第一、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时至今
日，长三角是一个地域的概念、经济的概念和文化的概念。许多有识之士认为，“长三角”不仅已
经或者即将成为中国经济巨轮的领航者，而且极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下一轮复苏的“发动机”。面
对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热潮，如何才能做到人才的充分利用，这对长三角经济的发展以及对整个中
国的经济运行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为什么要实现人才一体化 
   1．人才的重要性 
   人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因素，在调整长三角人才结构是我们始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第一.人是主体。人的自身发展，导致了人类有组织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组织结构，也导致了对
自然界利用和保护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人类开发、创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第二.人是资源，而且是第一资源。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有四大资源可以利用，即物力资源、
财力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是支配、利用其他资源的资源，是惟一可以连续投资、
重复开发利用的关键性资源。 
   第三.人是资本。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投资越大，其资本的积累量即知识、技术、信
息、经验、能力、健康等的存量也就越高、越丰厚。 
   2．长三角的现状经济模式 
   上海:规模经济张力充沛,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能力越来越强（全国各大企业、国际性的企业
在上海都设有办事处）; 
   江苏:乡镇企业脱胎换骨再现活力,外资引进如火如荼（苏州工业园区）; 
   浙江:私营企业兴旺发达,制造业傲视世界市场.  
   3．三地人才现状及需求特点 
   通过对三地经济结构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沪苏浙的产业各具优势,三地对不同层次的人才
需求、人才数量的要求、对人才的吸引力也会“因地而宜”的。 
   a. 近年来，苏州每年要吸纳全国的大学生近10万人。苏州在信息产业、生物制药、高层次管
理等方面的人才特别紧缺。江苏的人才和教育资源比较丰富。江苏省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比较多，学
术氛围也很好，但在科研成果转化这一方面还显得比较弱。 
   b. 而上海、浙江的许多企业，对人才和科研成果有着很大的需求。 
因此，三地可以形成互补。为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进程，江苏的科研人才和科研成果可以直接“流
动”到上海和浙江两地，实现与市场的有效对接。有效的人才流动将为长三角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
活力。各地对人才需求的不同和地域之间的可协调性是实现人才一体化的前提。 
   4．长三角人才稀缺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背景下，人才稀缺却成了长三角共同的“成长烦恼”。2003年以来，
席卷长三角的“民工荒”、“技工荒”一直让三地政府紧张不已。 浙江省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局农
村劳动力管理科科长余斌直言，“民工荒”其实并不准确，长三角不缺基本劳动力，缺少的是掌握
一定技能的劳动力。 
   二．如何实现人才一体化 
   积极推进长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就是要不断推进长三角人才开发的资源共享、政策协调、
制度衔接和贯通，建立区域人才开发新机制，逐步形成统一的人事制度框架、人才大市场人才服务
体系，最终实现区域内人才的自由流动。 
   1.长三角内部的人才流动的措施 
  a.针对现今状况，政府对采取的措施: 
江、浙、沪三省市人才中心达成共识，在全国率先打破省际网上人才交流壁垒，共同在网上组建
“长三角人才市场”，使长三角地区人才一体化开发进入新的阶段。网上会适时集中公布三省市人
才政策，引进人才动态，和重点单位人才需求信息。与此相配套，三地将统一岗位信息标准和人才
标准，从而使长三角地区网络真正实现资源共享、服务融通。 
   2003年4月，苏浙沪三地共同签署《长江三角洲人才开发一体化共同宣言》，各城市间掀起一
股人才合作高潮。上海分别与宁波、杭州、南通等20个城市就异地人才服务合作签约。如今，许多

 



人已直观地感受到人才流动过程中有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其中包括了：1).职称互认。2).异地人
才代理。 
   b.其他措施： 
   三地人才要实现跨区域流动，必须倡导不改变户籍及工作关系的“柔性流动”。2005年，三
地政府为打破行政壁垒继续发力，最典型的例子是苏浙两地仿效上海相继推出了人才居住证，给予
外地人才“市民待遇”。同样给予高校学生一定的补贴、优惠，鼓励在长三角就业。 
   长三角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中心也即将诞生。高技能人才的缺乏，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先进
制造业发展的瓶颈。才培训中心的建立和运营，将为地区乃至全国的职业技能培训事业注入强大动
力。 
   2.外部人才流入长三角 
   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不仅使长三角内部人才流动更加快捷，越来越多的异地人才流
通也在长三角出现。在这里，我们值得一提的是东北三省与长三角地区人事部门曾于2003年在哈尔
滨签署《“东三省”与“长三角”人才开发合作协议》，这标志着我国人才开发由地缘性区域合作
向跨区域战略性合作迈进。“东三省”和“长三角”在人才、智力、信息等方面的互动交流有利于
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实现共赢。 
   在不断吸收国内人才的同时，通过国际人才交流，国外人才也不断的流入国内劳动力市场。
拿日本来说，仅2003年的一次招聘会就引进了1400多名日本员工，并将他们送入国企和民企。在引
进人才的同时不再是通过拷贝，而是通过学习来提高长三角的技术水平，提高长三角的竞争力。
（考虑国外人才的技术含量） 
   外部人才不断流向长三角地区，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不可估量的。外部人才的流入，不仅为长
三角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人才的外部流通也加速了长三角地区的国际化水平。同时人才引进能为企
业补充新思路，带来新知识、好风气(作者单位：浙江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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