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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议】 

   张江高新区人才高地建设问卷调查结果分析报告 

   创新驱动，人才支撑，转型发展，园区引领。建设张江高新区人才高地既是关系

上海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关系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核心

动力问题。为优化张江高新区人才高地建设对策，服务张江人才高地建设实践，上海

科技管理干部学院、上海科技政策研究所等单位专家共同承担了“构建张江高新区人

才高地的思路和对策研究”课题（2012 年度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编号：

2011GXS2D020）。为充分了解张江人才高地建设的现状、问题、意见和建议，课题组

近期进行了相关问卷调查。问卷发放对象主要是张江高新区“一区十二园”的管理者，

共发放问卷 130 份，回收有效问卷 73 份。相关调查结果分析如下，供参考。 

一、张江人才高地建设的总体进展评价 

1、人才高地建设的重要性得到高度认同 

调查统计数据表明有 87.7%的被调查者认为张江人才高地建设十分重要，11%的被

调查者表示比较重要，此两项选择高达 98.7%，只有 1.4%的被调查者认为一般，几乎

没有人认为不重要（图 1），可见人才高地建设的重要地位已深入人心 。 

2、人才高地建设总体进展相对缓慢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对于目前张江人才高地建设工作的进展情况，只有 12.3%的

人认为卓有成效，69.9% 认为有一定效果，15.1% 认为一般，还有 2.7%认为无进展（图

2），这说明调查对象对张江高新区人才高地建设总体上是认可的，但人才高地建设

总体成效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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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才高地建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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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人才高地建设进展情况 

二、张江人才高地建设的问题评价 

1、人才工作总体力度尚待加强 

调查结果表明，尽管没有任何一项问题得到超过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的认同，这

说明张江人才高地的建设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并不突出，但仍有如：

人才政策滞后、人才工作缺乏统一协调、人才投入力度较小、人才与行业产业匹配度

不高等问题值得重视（图 3）。 

2、人才队伍结构尚待优化 

总体看，张江园区的人才总量已初具规模，“质”和“量”两方面都有显著提升，

人才密度和人才质量都高于全市相关行业的平均水平，在国内各大高科技园区中也名

列前茅，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才高地”。但在调查中发现， 目前张江高新区人才

队伍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人才总量不足、人才分布不均衡、对技能型人才开发不够、人

才年龄、专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有超过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65.8 %）认为存在高

层次人才缺乏的问题（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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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人才高地建设中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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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人才队伍结构不够合理 

3、人才工作生活待遇尚待改善 

在对人才本身急需解决的问题的调查中可以发现，研究成果转化困难（63%）、

子女就学困难（63%）和住房条件差（53.4%）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从结果看，除了

这三个主要问题外，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如工资待遇偏低、继续深造条件差、学术交

流困难、职称评审困难、就医困难等（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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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人才工作生活急需解决的问题 

4、人才综合服务水平尚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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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张江高新区人才服务的调查中，超过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难以提供高

端专业化服务（79.5%）和人才服务模式单一（54.8%）是人才服务中的主要问题，

此外，也提出目前张江国际化人才中介机构少（49.3%）、中介服务便捷性不强

（28.8%）、中介服务机构收费较高（27.4%）等问题（图6），可见，人才服务无论

是在服务水平、服务模式、机构设置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见图9） 

 

图 6  人才服务中的主要问题 

5、人才管理体制机制尚待重视 

由于体制原因未能将人才转化生产力，如果盲目引进高端人才，而后期不提供

人才发挥的机制和环境，人才很难稳定下来。调查结果表明：造成人才流失的主要

原因依次为：缺少个人发展空间（63%）、缺少公平竞争环境（53.4%）、社会保障

体系不完善（46.6%）等（图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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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人才流动的原因 

三、张江人才高地建设的政策评价 

1、人才政策总体相对滞后  

在问卷的反馈中，认为现有人才政策“能满足”或“基本满足”人才需要的被

调查者占 42.40%，未超过半数，有 13.7%的被调查者认为现行人才政策“不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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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需求，最多数（43.8%）被调查者的选项为“一般”，这说明人才政策有待优

化和完善（图 8）。 

不能满足,
13.70%

能满足 , 2.70%

基本满足,
39.70%

一般 , 43.80%

 

图 8  人才政策的有效性 

2、具体政策的认可度差异较大 

在对具体人才政策的调查中，有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住房（或租房）补贴及

人才公寓 （74%）、创业支持 （69.9%）、子女就学（53.4%）和科研经费（50.7%）

等政策对张江高新区人才或企业有显著促进作用；户籍 （49.3%）、薪酬个税 （46.6%）、

团队引进 （35.6%）、医疗社保 （23.3%）、申报技术职称 （11%）等政策对张江高

新区人才或企业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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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各项人才政策的认可度 

 四、张江人才高地建设的措施评价 

1、《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与张江相关的重点事项 

在对张江高新区在实施《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中可以发挥引领和示范作

用的重点事项调查中，超过半数被调查者选择优化创业环境（71.2%）和进行科技人

才管理改革试验，创新人才评价、激励和流动（54.8%）；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战略

科学家、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41.1%）并列第三；还有41.1%的被调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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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重点支持和培养具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很重要，此外还要完

善国有企业考核体系和分配激励机制，推进股权激励试点工作（34.2%），建成战略

性新兴产业领域人才高地（23.3%）和建设创新人才示范培养基地（16.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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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国有企业考核体系和分配激励机制

建成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人才高地

建设创新人才示范培养基地

 

 图 10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中的重点事项 

2、《上海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中与张江相关的重点事项   

对张江高新区实施《上海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中可以发挥引领示范作

用的重点事项调查结果显示，提高本土人才国际化程度、造就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

新创业人才队伍、培育具有产业引领力的高新技术人才队伍位居前三；此外对集聚

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人才队伍、形成具有整体成长

力的各类人才队伍、开发具有和谐推动力的社会事业领域人才队伍等事项也应有所

关注（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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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上海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中的重点事项 

3、 重点人才群体发展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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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张江人才高地建设中最需要的人才类型包括：高水平创新团队

（57.5%）、国内高水平的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业人才（团队或职业经理人）（52.1%），

此两项均超过半数以上；此外还有创新创业服务人才（46.6%）、具有原始创新能力

的青年科技人才（31.5%）、海外高层次人才（28.8%）等需求（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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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张江人才高地需要的各类人才 

4、人才队伍建设应该深入实施的措施 

在张江人才队伍建设应该深入实施的措施方面，被调查者认为要加强奖励和人

才激励（71.2%）、建立完善的人才库（53.4%）、改善人才生活条件（53.4%）、

搭建完善人才交流平台（47.9%）、宣传落实现有人才政策（39.7%）、提供培训和

深造机会和加强人才的评价和选拔（34.2%）、完善为人才服务的中介机构（30.1%）、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28.8%）（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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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张江人才队伍的建设措施 

五、具体意见建议 

此部分内容是根据被调查者对问卷中开放问题“您认为张江高新区国际人才高地

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您认为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人才政策应该在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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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进行示范和突破？”所做回答的加工和整理，见表 1。 

表 1 具体意见建议 

人才评价 评价标准客观，打破行政审批认定；建立人才库，形成科学的管理、跟

踪、分析的人才管理能力；搭建开放的人才交流平台；努力与海外的人

才基地、高校、科研机构形成交流互动机制。 

人才培养 重视本土领军人才的成长，让本土人才有更大的成长空间，成为张江高

新区人才高地建设的主力军；对小微企业举办的内训制定补贴扶持政策，

鼓励岗位系统培训；制定与新兴战略产业发展方向相适应的总体人才培

育、引进规划；引进、培养高水平创新团队，尽快出台政府资金扶持引

进创新团队的管理办法。 

人才使用 开辟发挥人才才能“绿色通道”；完善国有企业考核体系和分配激励机

制，推动股权激励试点工作；发挥现有人才作用，让人才有职、有责、

有权、有团队；海归和本土人才要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建议国内外人才

享有同样的政策和待遇。 

人才政策 亟需制定一系列吸引、稳定人才的优惠政策；政策内容要简单明了，简

化审批手续，缩短审批周期；增大可实施性，切实保障人才政策的可行

性与持续性；各项人才政策必须与其他政策协调统一；加强政策宣传力

度、降低要求，为人才创造公平发展的机会；积极探索和尝试，跟踪政

策实施效果。 

人才环境 
发展国际性的人才中介服务；优化创业环境，营造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增强产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吸附效应，促进高层次人才集群式发展；

在提供“点对点”服务引进人才之后，还要重视如何留住人才。 

（王建平 薛霞） 

【工作动态】 

中科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陈凯华博士一行来院交流访谈 
 

12 月 12 日，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陈凯华

博士一行 2 人来院交流访谈。杨耀武所长以及政策所、管理系相关人员参加了座谈。双方就中国

2030 年未来创新情景建构及政策研究等展开了讨论，并就情景分析方法在技术预见和科技政策研

究中的应用等相互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交流，产生了许多共识，取得了较好效果。 

(魏喜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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