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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荣华：十大政策凸显《人才规划》新亮点 

2010-06-18 | 访问次数: | 编辑：rky | 【大 中 小】  

    新华网北京６月１６日电（记者谭浩、赵超）人才发展投入不足、创新人才尤其是领军人才严重不足、

城乡和区域人才分布不合理……究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和政策可以破解我国人才发展中长期存在的“老大

难”问题？近日出台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人才规

划》）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沈荣华在读完《人才规划》之后，对着眼未来而提出

的促进人才发展十大政策的新亮点记忆犹新。“《人才规划》考虑到当前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一

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提出了十大政策，力求以政策突破来解决好这些问题，并渐次推动体制机制创

新，营造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 

  在这部《人才规划》中，单列了关于促进人才发展的重大政策部分，按照设计政策要注意导向性的要

求，提出实施促进人才投资优先保证的财税金融政策，产学研合作培养创新人才政策，引导人才向农村基层

和艰苦边远地区流动政策，人才创业扶持政策，有利于科技人员潜心研究和创新政策，推进党政人才、企业

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合理流动政策，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

才发展政策，促进人才发展的公共服务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政策特别突出了针对性和导向性。”沈荣华说，例如，针对当前人才发展投入不

足的问题，提出实施促进人才投资优先保证的财税金融政策；针对我国创新人才尤其是领军人才严重不足的

问题，提出实施产学研合作培养创新人才政策；针对城乡、区域人才分布不合理的问题，提出实施引导人才

向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流动政策…… 

尤其让沈荣华印象深刻的是，在如何推动科技人才向企业聚集、怎样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等方

面，《人才规划》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明确了产学研合作培养人才的基本方向和措施，对于建设宏大的

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产学研合作联盟和科技创新平台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突出人才培养的任务导向。”沈荣华说，

国家项目对这些产学研合作联盟和科技创新平台的支持和评价要充分体现这一功能要求。不仅如此，《人才

规划》还就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在创新实践中集聚和培养一流人才、实行财税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参

与人才培养工作等方面提出了积极意见。 

  “实施产学研合作培养创新人才，已经成为当代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人才规划》提出在产

学研结合上制定的这些举措的提出不仅正是时机，而且恰到好处。”沈荣华说。 

  在沈荣华的一番解读中，记者也感受到实施引导人才向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流动政策具有的重大意

义。沈荣华举例说，为了进一步消除政策障碍，促进人才向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流动，《人才规划》提

出，对到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的各类人才，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户口可留在原籍或根据本人意愿

迁往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等。 

  “这些政策为鼓励和支持各类人才到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

环境。”沈荣华说，这是加强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城乡



和区域人才协调发展的重大政策措施。 

纵览《人才规划》十大政策部分不难发现，这些政策涉及人才培养、吸引和使用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比较

完善的人才发展政策体系，有许多重要的实质性突破。 

沈荣华认为，这些重大政策的制定实施，对于解决当前人才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为人才发展和发

挥作用创造良好政策环境、以政策突破带动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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