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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建设一支结构布局合理能力素质过硬的优秀人才队伍

杨浦出台16条人才新政 为创新人才保驾护航

一、经营管理类

于 杰 上海城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沪江网）
于德华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孔祥云 上海企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刘 焱 上海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安 柯 上海有孚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
朱 华 上海烟草贸易中心有限公司
汤德林 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吴琳光 上海花千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张文标 上海同臣环保有限公司
苏柯玛 IBM中国客户创新中心
邱海陵 儒竞艾默生环境优化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陆 洋 小沃科技有限公司
周明成 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
周 靭 欧艾斯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季昕华 上海优刻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郑碧浩 安莉芳（上海）有限公司
徐 翔 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
贾梦虹 上海微谱化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钱学标 上海同济科技园有限公司
崔 明 上海市杨浦区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曹白燕 健医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梁黔闽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谢吉华 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心有限公司
潘明华 上海又一城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薄 曦 上海联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二、专业技术类

方培君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王 颢 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玉芹 上海泛亚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王白云 上海市杨浦区教师进修学院
王志达 上海汉之律师事务所
王律言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二村小学
王秋月 上海延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王晓燕 上海市杨浦区延吉幼儿园
王桂喜 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
冯六六 上海市杨浦区市东医院
任军江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23研究所
刘 凯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刘学增 上海同岩土木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匡兴亚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吕步云 上海市辽阳中学
吕 崧 上海市包头中学
孙 巍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朱茹洁 上海市杨浦区少年宫
朱晓萍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江 顺 上海市控江中学

米秀华 上海市杨浦区中医医院
许 敏 上海市控江中学
吴广明 同济大学
吴益民 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
张世民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张凯磊 上海谦问万答吧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
张 楠 上海同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张 磊 上海市杨浦公证处
李 冰 上海信及光子集成技术有限公司
李沐东 上海市杨浦区教师进修学院
李逊芳 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
杜 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杨士军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杨莉俊 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沈 洪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陆 雷 上海市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
陈良才 上海申耀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陈 奕 上海市新大桥中学
陈晓军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周 蓉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林美凤 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
林谋斌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金仁兴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侯克柱 上海市杨浦区市东医院
徐金富 上海市肺科医院
徐 隽 上海市市东中学
徐微徨 上海胜康律师事务所
涂意辉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高 芸 上海天臣防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傅 鹏 上海市杨浦区市东医院
傅晓辉 第二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程忠平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韩 雪 上海市杨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路微波 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
熊学玉 上海同吉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潘春华 上海同豪土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颜怡宏 上海市杨浦区体育活动中心
戴缪勇 上海市杨浦区教师进修学院

三、高技能类

朱 刚 上海无线电设备研究所
张淑萍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陈海峰 上海工具厂有限公司
陈 涛 上海延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季 丰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电站辅机厂
胡洪平 上海扬房物业有限公司
徐兆建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
高 东 上海万兴世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谢 亮 上海聚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魏凤云 上海欣务工贸有限公司

杨浦区第九批拔尖人才名单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人才，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直以来，杨浦把人才看做区域发展不可或
缺的中流砥柱和坚实基础。近年来，杨浦深入实施“人才强区”、“人才优先”战略，努力营
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环境，吸引、培养、选拔、使用、激
励了一大批国际化、复合型的优秀人才。

为进一步推进杨浦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使更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为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证，去年，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第九批拔尖人
才的评选。经过综合推荐、专家评审、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区委、区政府决定授予于
杰等93人“杨浦区第九批拔尖人才”称号，并予以表彰。

杨浦曾是老工业基地，高峰期工业产值占到上海的1/4，也因此成为上一轮产业转型的重点调整对象。第一次重要机遇在2003年，当时市委、市政府作出建设杨浦知识创新区的
战略决策，打破了思想依赖、路径依赖、模式依赖，初步走出一条由“传统工业杨浦”到“知识创新杨浦”的转型之路。第二次机遇是在2010年，杨浦成为全国首批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
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杨浦从创新企业不足千家增长到6000家，大学生创业企业超过3000家，世界500强地区总部也增至8个。当前，杨浦又面临第三次重大机遇，就是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

科技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建设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不仅需要科技创新精神和基础资源优势，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支结构布局合理，能力素质过硬的优秀人才队伍。继去年7月
杨浦公布“科创中心承载区15条”后，杨浦建设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又有重要举措，3月23日，杨浦发布《杨浦区关于打造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人才工作若干
意见（试行）》，这份人才新政共16条，内容包括人才专项支持计划、人才激励、人才培养平台建设以及人才综合配套服务四个方面，杨浦财政每年将支持该新政的资金不低于2亿元。

近日，区委、区政府发布《杨浦区关于打造上海具有全球影响
力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人才工作若干意见（试行）》，受惠范围
将此前的“特惠”扩展为“普惠”，通过政策引导，突出市场在人才配
置中的作用。相比之前的创新创业人才扶持政策，新政覆盖面更
宽，不仅有大学生和归国留学生，大众创业者也可以享受新政。同
时，新政的资助力度更大，申请更方便，更重视人才培养。

三类人才可获20万至300万元专项资助

既要“大象起舞”，也要“蚂蚁雄兵”。新政针对大众创业人
才、海外高层次人才、进入加速期的企业家三种人才群体，设立了
三项专项支持计划，分别给予最高 20 万、200 万和 300 万元的资
助。这些资助可用于企业启动资金、企业用工补贴、企业研发以
及融资等事项。根据新政，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在企业初创时可享
受最高20万到最高200万元不等的扶持资金，创业者及其员工符
合一定条件可以享受租房补贴，最高70%的科研技术成果转化收
益可直接由创业团队分配，随企业进一步发展，相关人才还能享
受薪酬补贴，同时，创业者及其员工参加技术、管理专业培训，还
可以享受最高50%的培训补贴，创业者带领企业进入加速成长期
后，还可以继续享受最高300万元的扶持资金，支持其持续发挥创
新能力，引领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重点人才可获800至3000元不等的租房补贴

杨浦将每年拿出 3000万元实施人才安居工程。对初创企业
人才、重点人才以及入住特定人才公寓的高端人才给予每月 800
元至3000元不等的货币化补贴。同时实施高层次技术创新团队
激励，鼓励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科研成果分配改革，对科技成果
转化所获收益，经认定后按本区实现贡献部分，予以最高50万元
的团队专项激励。实施各行业优秀人才专项奖励，对获得市级以
上荣誉和为杨浦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给予奖励，进一步形成杨浦
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环境氛围。

此外，还将对改建、新建人才公寓的企业进行补贴。

每年3000万元投入人才培训

根据新政，杨浦将针对人才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建设、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建设、企业人才培训服务平台建设、创业人才实训
平台建设等，对各类人才培养载体进行扶持。人才创新创业服务
体系主要通过对众创空间的活动予以补贴，对科技中介服务予以
扶持，支持形式多样的创新创业服务。同时在全市率先建立杨浦
中小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公共培训服务平台，鼓励拓展人才培养的
多元渠道、挖掘多元课程，鼓励社会培训机构、社会组织承接人才
公共培训项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给予扶持。加强创业人才
实训平台建设并给予建设费补贴，推进各机构进一步开放设备资
源和技术服务资源，为创业者提供公益性公共实训服务。

针对人才培训难，培养难的问题，此次的人才新政，加大了人
才培训的投入，对各类人才所需的培训做了全面考虑。杨浦区将
每年拿出 3000 万元，加大人才培训投入。其中 1000 万元用于推
进区级公共实训基地建设，1000万元用于中小企业专业技术人才
培训，1000万元用于企业职工职业技能培训。

解决人才在生活上的后顾之忧

通过优化提升人才在医疗、子女入学、居留落户方面的专属
服务，进一步营造人才发展综合环境设立的政策。同时助推人才
在产业和学术领域的双向流动、服务人才参评国家级和市级人才
计划，为人才的发展和成长输送高品质的公共服务。

总之，不管你是哪种类型的人才，不管前来杨浦创新创业还
是求职工作，只要拥有真才实干，杨浦就为你搭建舞台，你就能得
到真诚的支持和帮助。

新 政 亮点 新 政 解 读

1、杨浦为什么要制定人才新政？

《杨浦区关于打造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重要
承载区人才工作若干意见（试行）》主要依据市委组织部牵头
的《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
见》，以及杨浦区未来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共杨浦区委关于
加快建设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重要承载区的实施
意见》有关精神，对标市委、区委在科创中心战略下的人才工
作新要求，经广泛调研后制定的。

政策从积极稳妥推进，注重实效的角度出发，制定历时半
年，经过6次大范围意见征询和2次大幅度的修改，几易其稿，
形成了现在的政策文本。

2、人才新政包括哪些内容？

《杨浦区关于打造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重要
承载区人才工作若干意见（试行）》主体分为人才专项支持计
划、人才激励、人才培养平台建设以及人才综合配套服务四个
方面，共十六条。

人才专项支持计划
吸引不同类别的典型人才来杨浦创新创业，基本做到创

新创业人才支持的全覆盖，营造区域“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的环境氛围。大众创业人才支持计划的特点是支持面广、重
点扶持高校、研究所科研人员带成果，二次创业、大企业管理
者带资源来杨浦发展事业。海外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是

“3310”计划的升级版，在扶持力度、人才评价、重点企业跟踪
方面有新突破。企业家培养计划则关注有巨大发展潜力的
成长期企业。

人才激励
针对人才最关心的问题，通过资金奖励和补贴的方式，提

供有效解决方案。一是每年拿出 3000 万元实施人才安居工
程；二是实施重点企业骨干人才薪酬补贴，支持区域重点企业
引进、培育、留住骨干人才；三是实施高层次技术创新团队激
励，鼓励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成果分配改革；四是实施各行
业优秀人才专项奖励，进一步形成杨浦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
环境氛围。

人才培养平台建设
通过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以大力

支持第三方创新创业平台发展，来支持人才个人发展。内
容包括支持建设人才创新创业服务体系，通过对众创空间
的活动补贴，增强其孵化功能和机构服务软实力；对科技中
介服务予以扶持，发展服务企业的企业，补充政府创业服
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在全市率先建立杨浦中小企业
专业技术人才公共培训服务平台，鼓励拓展人才培养的多
元渠道、挖掘多元课程，鼓励培训机构、社会组织承接人才
公共培训项目；加强创业人才实训平台建设，推进各机构进
一步开放设备资源和技术服务资源，为创业者提供公益性
公共实训服务。

人才综合配套服务
解决人才在生活上的一些后顾之忧。主要是通过优化提

升人才在医疗、子女入学、居留落户方面的专属服务，进一步
营造人才发展综合环境设立的政策。同时助推人才在产业和
学术领域的双向流动、服务人才参评国家级和市级人才计划，
为人才的发展和成长输送高品质的公共服务。

3、人才新政有哪些主要特点？

政策集成创新
此次的人才新政，统筹兼顾各相关委办的优势政策资源，

将原有的分散在各处的人才政策系统整合起来，并对70%以上
的原有政策进行升级创新，以政策集聚发力，打出一套组合
拳，进一步形成全局谋划、协同推进人才工作新机制，完善人
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便利人才综合全面了解杨浦人才的各
项利惠政策，激发各方力量参与杨浦打造上海具有全球影响
力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建设的动力和热情。

强调人才普惠
此次的人才新政，强调普惠制，不仅适用于到杨浦来创新

创业的高端人才，也适用于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不仅关
注海外归来人才，也关注国内本土优秀人才。同时，如文化、
教育、卫生、社工等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各类人
才，一并也被政策覆盖，应该说政策条款分别为不同层次的各
类人才“量身定制”。政策内容从“特惠”走向“普惠”，从“一枝
独秀”走向“万紫千红”，进一步强化对各支队伍、各类人才的
整体培养、保障和服务，对他们均有相应的政策支持。

突出人才培养
针对人才培训难，培养难的问题，此次的人才新政，对创业

者及其团队在企业成长发展过程中，所需的培训做了全面考
虑。每年拿出 3000万元用于人才培训，其中 1000万元用于推
进区级公共实训基地建设，1000 万元用于中小企业专业技术
人才培训，1000万元用于企业职工职业技能培训，推进产学研
联动，全方位提升区域内各类人才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

通过在全市率建立杨浦中小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公共培训
服务平台，围绕区重点发展行业，实施区域重点培训项目。为
中小企业提供各类专业技术的集中培训服务，同时做好企业
与教育培训机构的对接服务，对参加经过认定的培训机构举
办的企业营销、技术并购、知识产权运营等业务领域的培训，
进行一定比例的培训费用补贴，进一步鼓励人才参加各项职
后技术能力培训。同时，鼓励高校、科技园区、科研院所及高
新技术企业建设申报区级公共实训基地，为小微企业和创业
大学生提供免费或公益的开放实验试制环境和技术培训指
导，从而推动使区级公共实训基地成为提升创业者创新技术
能力、中小微企业加速发展的平台。

此外，还支持区科技企业聘请区域内高校的教师、科研人
员作为科技顾问。支持从区内高新技术企业中选聘经营管
理、专业技术人才到杨浦区内高校所担任产业导师。企业和
学校互设人员双向流动，促进应用型研究落地，紧密带教过程
中人才的产学研融合，进一步提升人才实际应用能力。

注重平台建设
此次的人才新政，进一步清晰以企业为创新发展的主

体。更加突出“市场之手”，突出市场运营导向，充分发挥市场
配置资源的作用，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
场深度融合。以大力支持第三方创新创业平台，支持人才自
身发展。对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众创空间的各项公益性活
动、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创业实训基地等给予政策扶持支
持，通过发挥市场的主体力量，进一步帮助人才搭建更宽广的
成长舞台。

打造生态系统
此次政策内容涵盖了不同人群的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多

维度的支持体系和完整的有利于人才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统。

在整个体系中，特别是根据人才自身成长和发展的规律，着重
设计了重点政策内容，以期望从人才激励、人才综合配套服
务、载体建设等方面打出一套人才培养的组合拳，着力解决人
才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对人才所需“阳光”、“土壤”、“养
分”作全面政策扶持，厚植敢于冒险、宽容失败的创业创新文
化，让各类创新要素集聚裂变，使更多人才能尽情挥洒才智，
获得能力提升，取得更大成就。

比如，在人才最关心的住房问题中，杨浦准备每年拿出
3000万元实施人才安居工程，一方面支持市场化主体改建、新
建人才公寓，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补贴，另一方面对区域内
符合条件的广大初创企业人才、重点人才以及入住特定人才
公寓的高端人才给予每月800元到3000元不等的货币化补贴，
有效解决区域人才居住困难。

4、人才新政与之前政策有何不同？

此次的人才新政较原有政策在覆盖面和政策力度上进一
步提升。从原来的注重海外人才创新创业，到现在的海内外
人才并举，从原来的支持大学生创业多，到现在的将大学师
生、科研院所、技术团队、工程师等有志创新创业建立科技创
新型企业的所有类别人群均纳入政策受益范围。人才新政还
特别将有创业经验的科技成果转化团队、企业高管、二次多次
创业等创新创业人员纳入重点扶持范围，进一步加大了对这
些人群的支持力度，引导鼓励他们投身创新创业。同时，人才
新政进一步提升资助力度，从原来的注重人才创新创业企业
的孵化和初创扶持，到现在的在人才创新创业的全过程各阶
段均提供有针对性的扶持和服务。

人才新政较原有政策进行了归并统一。原有的人才政策
分散在人社、科委、房管等多个部门，此次的人才新政，将人才
相关的政策进行统一归口，每年通过杨浦区促进产业发展公
共服务平台和杨浦人才公众微信号统一发布政策申请指南，
人才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申请时间、需符合的条件以及需要
准备的材料等，并可以直接通过平台进行在线申请，进一步降
低了申请难度，为人才知晓权益，享受政策提供了便利。

5、人才新政的实施目标是什么？

通过政策引导，集聚力量，打造一个更利于创新创业者生
存成长的生态系统。

根据新政，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在企业初创时可以享受最高
20万到最高200万元不等的扶持资金，创业者及其员工符合一
定条件可以享受租房补贴，最高70%的科研技术成果转化收益
可直接由创业团队分配，今后随企业进一步发展，相关人才还
能享受到薪酬补贴，同时，创业者及其员工参加技术、管理专
业培训，还可以享受最高 50%的培训补贴，创业者带领企业进
入加速成长期后，还可以继续享受最高 300万元的扶持资金，
支持其持续发挥创新能力，引领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同时政策
也在便利居留落户、医疗、教育等方面给予他们综合性的保
障，解决创业者的后顾之忧。

此外，作为创新创业的主战场，接纳创业者的众创空间可
以获得最高每年50万元的活动补贴。开办为创业者提供公益
性公共实训的平台，评估合格同样可以享受运行服务费补贴
及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一次性建设费补贴。应该说，政策从
人才激励、人才综合配套服务、载体建设等方面打出一套组合
拳，进一步发挥了市场主体作用，形成多维度的支持体系，对
人才所需“阳光”、“土壤”、“养分”等给予了全面政策扶持，厚
植敢于冒险、宽容失败的创业创新文化，让各类创新要素集聚
裂变，使更多人才能尽情挥洒才智，获得能力提升，取得更大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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