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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振興東
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若干意見》對外公佈，強
調東北要把引進人才、培養人才、留住人才、用
好人才放在優先位置；研究支持東北地區吸引和
用好人才的政策措施。國家發改委曾表示，將研
究支持東北地區吸引、留住、用好人才的政策舉
措，進一步完善能夠充分體現人才價值的分配激
勵機制，支持東北地區通過事業留人，通過有競
爭力的待遇留人，通過良好的工作氛圍留人。
今年春節前，國家出台了《關於進一步引導
和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工作的意見》，明確提
出了引導高校畢業生到中西部地區、東北地區和
艱苦邊遠地區工作。「東北地區」罕見地成為就
業引導目的地。教育部官員近日表示，將不鼓勵
東部高校從中西部、東北地區高校引進人才。

專家倡東北重返輕工製造業
「栽下梧桐樹，引得鳳凰來。」無論是遼寧

瀋陽施行的「盛京人才計劃」、吉林省在高新區
設置的「人才特區」，還是黑龍江省推出的「邊
境市民三胎政策」，都表現出較強的政策連續
性，從人才、教育到產業的全方位的政策已出擊

在即。
在教育政策上，遼

寧省在去年末出台了
專項教育規劃《遼寧
省「十三五」高校人
才培養規劃》，顯示
出對增強自身人才造
血能力的空前重視。
在對辦學水平低、培
養質量差的73個專業
點限招或停招的同
時，開創性地建立
「政校企」戰略聯
盟，在制定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人才需求規劃、設
置與調整專業、制定人才培養標準、創新人才培
養模式等方面與企業開展深度合作。
在引入高端人才政策上，瀋陽在2015年就提
出對引進頂尖人才和團隊的重大項目最高可提供
1億元（人民幣，下同）的項目資助；吉林省則
從2015年開始更為詳細地推出了從資金場所、
稅收註冊、收入分配及待遇等方面的一系列引入
域外優秀人才入吉工作、服務、創業和發展的政

策細則；黑龍江省對於攜帶重大產業項目、重大
科技成果的人才及團隊，如5年內直接助企業實
現累計新增銷售收入30億元、50億元的，分別
給予獎勵50萬元、100萬元。
此外，對於目前東北問題的解困對策，中國

東北振興研究院副院長、東北大學教授李凱建
議，東北產業政策可以「重返輕工製造、重返消
費品製造」以找到新的支撐，這也為東北人口問
題提供了一個新的解決方向。

在工業文化中，藍領是技
術工人的代名詞；在東北文
化中，藍領則是與數百次突
破國外技術封鎖等有關的職
業榮譽。這份榮譽曾是老工
業基地的一張閃耀名片。但
隨着產業結構、經濟結構的調
整，技術工人出走南方甚至海
外，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藍領需求大 缺失成痛點
一項遼寧省人社廳近日公開的

就業調查數據顯示，過去一年遼
寧勞動力的供求缺口為 17.5 萬
人，同比增加8.9萬，其中製造業
用工需求佔比為26.06%，成為遼
寧用工需求之首。報告還顯示，
擁有中級以上技術能力的技能型
人才只佔求職人員的3%至5%，
約六成的求職者沒有任何技能。
為何藍領缺失成為這片以製造業
為本的黑土地的痛點？
目前，人才特別是具備專業技

能的藍領短缺，已成為制約遼寧
裝備製造業、農產品加工業、現
代服務業快速發展的主要因素。
在已有的眾多人才政策中，對高

學歷、海歸人才的就業政策，不乏
動輒百萬上億元的資金獎勵；對於
高等教育畢業生的政策，也詳細到
每月每人可獲得百元至萬元不等的
生活補貼。但在專業藍領人才方
面，除了各地定期舉辦一定規模的
技能大賽之外，就鮮見對這一群體
的政策傾斜了。
從國家層面看，早在幾年前就

要求各地高度重視、加快發展職
業教育，這一情況在遼寧則顯得
尤為重要。筆者在近年的採訪中
也時常聽到高級藍領的擔憂，年
輕人入行難、堅持更難，甚至擔
心多年積累的關鍵技術後繼無
人。當然，我們也看到地方政府
從教育入手的解決思路，惟願這
一批成長在眾人目光中的藍領，
可以盡快擔起製造強國的重任，
他們也理應成為這個時代黑土地
上最寶貴的財富。

讓藍領成為
黑土地最寶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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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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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東安汽發工人哈爾濱東安汽發工人
正在作業正在作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記者梳理發現，新中國成立初
期，在東北建設了長春一汽、鞍
山鋼鐵公司、瀋陽飛機製造廠、

瀋陽機床廠等一系列重大工業設
施，吸引了大批人才聚集當地，
成就了東北其後一段時間的輝
煌。今天，東北也需要以同樣的
方式來匯聚人才。
去年8月，國家發改委出台了東

北振興的3年滾動實施方案，推出
了旨在補短板和培育新動能的127
項重大項目。投資超百億元的遼
寧清原抽水蓄能電站等一批大項
目目前已開工建設，華晨寶馬瀋
陽大東工廠第七代新5系生產線、
大連恒力石化煉化一體化等一批
項目今年也將開建。
「產業強，人才聚。」中國東
北振興研究院副院長李凱認為，
這些重大項目是當前東北經濟的
「穩定劑」，將為東北經濟轉
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贏得
時間和空間，也將發揮「海綿效
應」吸附人才。
「無論是改革，還是發展，都

要人來幹。」中國科學院地理科
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金鳳君
說，從這個角度看，制約東北振
興最關鍵的因素就是人才。人才
的短缺和流失，已經成為了東北
地區這一中國「銹帶」力圖復興
的一大障礙。
國家發改委振興司司長周建平

說，東北人口流失沒有外界傳言
的那麼嚴重，但要承認，流出的
很多都是中高端、管理型人才。
人才資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
資源。現今，欲洗淨「銹跡」、
重振輝煌的東北對人才的渴望異
常強烈。

遼寧是高等教育大省，「十二五」期間，遼寧高校畢業生累計達134.2萬人，人數位列東三省之

首。記者查詢東北大學、大連理工大學、遼寧大學等省內重點高校的畢業生質量報告發現，近三

年來，本科與研究生學歷的畢業生選擇留省就業的人數逐年下降，而流向北京、上海、廣州的畢

業生則穩步增長。面對人才大量流出的窘境，東三省頻放大招，竭力留人，層出不窮的

獎勵政策大快人心，但地方行政效率與政策出台的速度相比「慢三拍」，致使政策執行

的效果不盡如人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科創環境欠缺 崗位供需失衡

攬才招招快人心

■近年，東北高校畢業生選擇留在
東北就業的人數逐年下降。圖為吉
林大學學生拍攝畢業照。 資料圖片

一位在遼寧省教育系統工作30餘年的主要負
責人向記者坦陳，遼寧高校畢業生的流失

在於遼寧的崗位需求與辦學的不對應，特別是在
就業待遇同步提升的情況下，遼寧與發達城市和
地區相比增長的力度不夠，直接表現就是人工少
於發達城市至少2,000元人民幣。

人口流失快 可按天計算
該負責人亦道出對攬才政策「最後一公里」

的擔憂。「遼寧一些二三線城市的人口流失還是
很嚴重的，而比這個更嚴重的是，在省裡一直重
視人才問題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依然麻木。」他
直言，政策落實已經成為這些地方工作的瓶頸，
在人才問題上的不作為不容小覷。
「近年來，遼寧每年畢業生有30萬人，這不
僅僅是壓力，更是遼寧振興的主力！」但令他
感到憂心的是，「像遼寧的朝陽、阜新、鐵嶺
這樣的地方，人口流失幾乎要按天計算，我們
多次跟這些地區相關的負責人建言，政府要有
政策。比如，地方建了那麼多房子，能不能拿
出一些給家庭貧困的畢業生作廉租房？」無奈
在於，提了多年仍舊沒有回音，政府的行政效率
可見一斑。

企業稅負高 創業熱情減
記者注意到，遼寧省委書記李希在分析遼寧
出現發展困難的原因時曾說，有結構原因，有體
制機制原因，也有政治生態的原因。正是幾個原
因攪和在一起，成為遼寧困頓的枷鎖。

記者在走訪創業孵化基地、高新技術園區等
場所時發現，不少專業人才已開始回流。在以高
新技術企業孵化及科技成果轉化為核心的瀋陽啟
迪科技園中，三分之二的創業者都是瀋陽本地
人，更有不少海外學成歸國的高精尖科技人才加
入。作為其中的一員，已在人工智能領域小有名
氣的80後創業者劉端陽常感歎道：「在遼寧想
做自己的企業，還真沒那麼容易。」
「我本科就讀於東北大學，又是遼寧女婿，

選擇回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情感紐帶在維繫
着。」畢業於東北大學、海外留學多年的西北人
劉端陽，用「回來」表達了與這裡的微妙情感，
也透出他對目前遼寧科技企業高稅負、政策不穩
定、創業服務仍待加強的些許無奈，儘管人才政
策推陳出新，但創業者切身感受到的卻不盡如人
意。
令他感觸最深也最為驚訝的是，當北京等發

達城市通過減免稅負支持科創公司落戶時，遼寧
的企業還在承擔着幾乎是內地最高的稅負，特別
是對科技企業徵收25%的企業所得稅，「僅這
一項就會嚇跑很多人。」目前，他所運營的莫比
嗨客樹莓派智能機器人公司在佈局上，僅是將控
制系統研發放在了瀋陽，「說實話，遼寧的人工
雖然便宜，但對科技企業至關重要的投資、人才
和產業環境實在缺乏。」
「北京、深圳的稅率是可以通過抵扣，做到

落戶3年-5年內完全免稅的，但遼寧不行，只給
半年稅收優惠。」劉端陽坦言，這背後其實是對
政府服務專業度的考驗，「科技市場裡，產品從
研發到問世的通用周期是5年，只給半年的優惠
政策是不能解渴的。」他認為，儘管要考慮到政
府稅收與基礎設施建設的關聯，但高稅率的確導
致了遼寧的新興科技企業難以形成產業環境，自
然也很難留住人。

困東北人口東北人口 局局

獎勵高「薪」情佳 盼引「鳳凰」來

重大項目穩經濟
海綿效應吸人才

執行步步慢三拍
東三省重大項目（部分）

遼寧

■徐大堡核電

■大連英特爾存儲器

■忠旺生產基地

黑龍江

■哈爾濱長安福特生產線

■中糧龍江玉米深加工

■大慶華為雲計算中心

吉林

■ 一汽大眾奧迪Q工廠一期項目

■吉化公司ABS升級

■ 長客高速動車組檢修基地等項目

資料來源：遼寧、黑龍江、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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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後創業者劉端陽。
記者于珈琳攝

■■劉端陽所在的瀋劉端陽所在的瀋
陽啟迪科技園陽啟迪科技園。。

記者于珈琳記者于珈琳攝攝

■長春市人才特區建設工作會議暨第二批「長白慧谷」英才計劃入選英才
命名大會舉行，以增強對高層次人才的吸引力。 資料圖片

■■英特爾大連工廠英特爾大連工廠。。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