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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津市河西區行政許可服務中心的
「海河英才」引進落戶辦事大廳，數百人排
起了長隊，等待申請落戶事宜。 網上圖片

面對「新一線城市」不斷升級的人才政策，北京、上海
等老牌「一線」也「坐不住了」，先後向高端人才拋出橄
欖枝，加入「搶人大戰」。北京更是打開「綠色通道」，
為「千人計劃」、「萬人計劃」等國家和北京市重大人才
工程入選專家、重要科技獎項獲獎人直接辦理引進，最快
5個工作日辦理完成引進手續。
據悉，北京市此前發佈了《關於優化人才服務促進科技
創新推動高精尖產業發展的若干措施》提出，人才引進年
齡原則上不超過45周歲，「三城一區」引進的可放寬至
50周歲，個人能力、業績和貢獻特別突出的可進一步放寬
年齡限制。引進人才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隨調隨遷。
同時，北京還加大了對創新團隊和優秀人才的獎勵力
度。近3年累計獲得7,000萬元（人民幣，下同）以上
（含）股權類現金融資的創新創業團隊，可給予最高500
萬元的一次性獎勵；近3年累計獲得1.5億元以上（含）
股權類現金融資的創新創業團隊，可給予最高1,000
萬元的一次性獎勵。各類創新主體引智項目申請單
位範圍從原來的市屬單位，擴大到北京市行政區域
內各類創新主體。
上海也同步出台《上海加快實施人才高峰工程
行動方案》，聚焦宇宙起源與天體觀測、光子科
學與技術、生命科學與生物醫藥、集成電路與計
算科學、腦科學與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大數據
等13個重點領域。方案重點強調了國際化的選才特
點，大力推進國際人才本土化和本土人才國際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當前的一線城市中，深圳
落戶政策最為寬鬆，補貼力度也最大。去年，大專以上
應屆畢業生即可在深圳辦理落戶，本科以上學歷的人才可
獲15,000元至30,000元不等的生活補貼。

在人才爭相落戶的火爆
場景背後，人不到戶先落
的「戶口空掛」現象爭議

頗多。以天津為例，在政策發佈後，大批「北
漂」一族蜂擁而入，無法拿到北京戶口的他們
期待能在幾十公里外的天津落戶，大多數人都
會選擇「戶口空掛」。為此，在政策發佈96
個小時內，天津四度推出政策「補丁」，令數
十萬「津城落戶大軍」經歷了從狂喜到失落、
從滿懷希望到彷徨不甘。
「以前很多人花錢買戶口，如今新政策可以

讓我們免費獲取天津戶口，何不試試。本來聽
說流程很簡單，但看到App登錄不上，網站系
統崩潰之後，我們就決定去現場看看。現場可
以用『爆棚』來形容，一天只放80個號，有

人甚至高價求號。20日凌晨，我們趕到天津河
西區服務中心門口時，前面已經排了20多個
人，早上我拿到了第27號。」資深「北漂」
梁冰（化名）透露，雖然拿到了比較靠前的
號，但她和親戚胡先生最終均未能如願。

不斷抬高落戶門檻
「排了一晚上隊，到了開門才被告知在天津

無住房、無工作、無社保的『三無』人員需要
調檔，現場工作人員還貼出需要學歷學位認證
的通知，這打了很多人一個措手不及。隨後推
出政策『補丁』，在外省市有工作單位的人員
不能按在津無工作單位申報落戶，更是引得落
戶微信群裡一片哀嚎。」梁冰吐槽道，「到現
場才知道原來落戶並非『零門檻』，我們還是

回北京吧。」
在梁冰他們眼中，朋友Tim是幸運的，他第一

時間提交申請，5月18日就拿到了准遷證，把檔
案調了出來，老家的戶口也已做了遷出處理，只
待落戶天津。「不過，在外省市有工作單位的人
員不能按在津無工作單位申報落戶的規定，讓他
進退兩難。」梁冰說，「他害怕如果被查到在北
京有工作而按照在天津無業上報戶口，會被劃為
黑戶。停掉交了很多年的北京社保又不現實。這
個戶口落與不落，都不安心。」

梁冰希望，相關部門在政策落地之前，應該
研判周全，把政策邊界表述清晰，這樣不僅能
讓民眾對落戶有更清醒的認識，也能讓城市獲
得真正想要的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隨着城市產業轉型
升級，人才需求量
大，爭搶人才成為各

地的必然選擇。人社部勞動科學研究所研
究員張麗賓表示，經濟轉型產業更新加
快，而新增勞動力供給下降，是今次「搶
人大戰」的兩大動因。中國勞動學會副會

長蘇海南認為，各地應結合當地
經濟發展、產業需要和特點

來吸引和留住人才，不
應該一味追求人才的
數量，而是要形成
合理的人才結構
比例，注重才盡
其用。

張 麗 賓 表
示，各地積極
引才有其合理
之處，尤其中
國需要消除區域
間發展不協調的

問題，這也要依靠
人力資源的流動。她

認為，政府出台「搶
人」政策，要有經濟社會發

展基礎，有區域產業鏈的發展條件，否則
就會產生供求失衡問題。最終演變為落
戶、購房，就業卻沒有效解決。因此，政
府有必要對勞動力需求結構進行測算，把
產業規劃和人才引進規劃匹配起來。畢
竟，最終人才是否能留得住，還要取決於
個人發展空間以及城市發展潛力。
蘇海南提醒道，各地出台吸引人才政

策，誠然是為了落實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
略，但同時應留意，要找準自身定位，圍
繞當地產業發展戰略，制定有針對性、個
性化的人才引進政策，在政策上最忌諱的
是「一窩蜂」式的同質化競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一聽說天津人才落戶門檻大幅降低，身邊很多外地
人的心躁動了起來，太多『北漂』想就近落戶

了。」本科畢業後梁冰（化名）已在北京的一間公司工作
了近十年，但沒有北京戶口。戶口在老家黑龍江哈爾濱的
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聽到有朋友第一時間到天津辦理
落戶，18日就已拿到戶口准遷證的消息後，她和親戚胡先
生一起行動了起來。在內地「搶人大戰」中，「來得最
晚」的天津市最近創造了20小時內30萬人申辦落戶的新
紀錄。
梁冰說，「如果落戶天津的話，高鐵只需半小時，以後
辦事要比回哈爾濱方便多了。」胡先生想在天津落戶，則
是為了以後孩子上學便利。在服務大廳外的排隊長龍中，
梁冰遇到了很多「北漂」一族，他們有的希望扎根天津，
有的則抱着和梁冰他們同樣的想法，急切地想要一張津門
入場券。

無房無工作也可落戶
天津5月16日發佈「海河英才行動計劃」，放寬對學歷
型、資格型、技能型、創業型和急需型的落戶條件，似乎
打開了落戶天津的閥門。這項計劃提到，「本科學歷40歲
以下、碩士學歷45歲以下、博士學歷無年齡限制」、「無
產權房、無就業單位」可在指定服務機構進行集體落戶存
檔。這意味着在滿足學歷條件情況下，不用繳社保、不用
居住證、不需要有工作，就可落戶天津。消息發佈一天之
後，申請的網站、App被擠癱瘓，服務大廳門庭若市。
天津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局長楊光表示，截至21
日，落戶申請的網絡訪問量突破80萬，已有5,800餘人落
戶天津，領取調檔函的人數則超過2.7萬。這樣的關注
度，超出了官方預期。在政策發佈96小時內，天津不得
不連續4次調整政策，從「零門檻」直接落戶加碼到「必
須先調檔再辦落戶」。
事實上，人才爭奪戰早已打響。從去年開始，為了招才引
智，湖北武漢、江蘇南京、四川成都、湖南長沙、河南鄭
州、浙江杭州、山東青島、福建廈門及福州……一個又一個
城市放出大招，「硝煙」瀰漫。梳理「搶人」城市人才政
策，放寬落戶限制、補貼購房和租房、給予創業資金支持等
均是常規動作，其中落戶政策是民眾最關心的舉措。

西安一日遷入逾8000人
南京、武漢、成都、長沙都有類似憑學歷、在一定年齡
下、直接落戶的規定，力度最大的武漢，規定40歲內、
本專科學歷均可落戶。較為激進的是西安，在今年3月22
日提出「全國在校大學生僅憑學生證和身份證可在線落
戶」，當天西安遷入8,000多人，一度成為落戶「網紅」
城市。而天津是第一個這樣操作的直轄市。
有專家表示，目前「搶人大戰」參與度最高的天津、武
漢、西安、成都、鄭州、長沙、南京等城市大多處於擴張
與產業轉型期。「搶人大戰」折射出中國經濟發展動力與
區域經濟版圖變化的新動向。從某種程度上看，留年輕
人、留住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才，就保證了城市的未來。

頂尖大師、領軍人物、高端人才、創業新

軍、普通大學畢業生……「招賢榜」上的人才

列陣熠熠生輝；降低落戶門檻、補貼購房租

房、贈送豐實創業禮包……政策優惠令人眼花

繚亂。隨着50多個城市相繼出台引才大招，內

地城市「搶人大戰」已進入「白熱化」階段。

經濟轉型產業升級，人才需求量增大，令爭搶

人才成為內地眾城的政策選擇，專家同時也提

醒，優惠政策短期可能奏效，但要長期「留得

人」，各地還要在人才發展空間和宜居環境上

下真功夫。■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京滬新政忙搶人
深圳補貼更誘人

北京：年齡放寬至50周歲。引進「千人
計劃」、「萬人計劃」等專家型人才，最快
5天落戶。

上海：國際選才，實施「量身定制，一人
一策」、「高峰人才全權負責制」等政策。

天津：無產權房、無就業單位可在指定
服務機構進行集體落戶存檔。

西安：面向全國在校大學生，僅憑學生
證和身份證即可完成在線落戶。

20182018年部分城市年部分城市「「搶人搶人」」新政新政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整理整理

南京：研究生以上學歷或40周歲以
下的本科畢業生可直接落戶。外地高
校畢業生面試補貼1,000元。

海南：大專以上學歷、中級以上專業
技術職稱、技師以上職業資格的人
才，可在工作地或實際居住地落戶。
到2025年，實現「百萬人才進海南」。

合肥：未來七年將拿出超百億元資金
「養人」。連續三年發放生活、租房、
購房補貼。

■「天津公
安」手機客
戶端的「引
進 人 才 落
戶」一項已
經幾乎無法
進入。
網上圖片

■■近日在天津市河西區行政許可服務中心大院外張貼近日在天津市河西區行政許可服務中心大院外張貼
的市人力社保局要求及排隊等待的年輕人的市人力社保局要求及排隊等待的年輕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津門四度修策 數十萬人「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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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產業需求 注重才盡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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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才容易留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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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紀什麼最貴？人
才！」近期，各地政府爭相放
出「大招」廣攬天下英才，詮

釋了電影《天下無賊》中這句經典台詞的意義。
如今，多個城市「搶人」政策已初見成效，但

引人入城容易，做到讓人才留在城裡卻很難。人
才要搶得到還得留得住，說到底就是引人之策、
留人之道、用人之法，缺一不可。

較之物質獎勵，價值認同、自我實現感更能打
動人心。讓人才真正留下來，除了要有合適的崗
位、周全的政策配套、充足的資金資源之外，還
需營造良好的創業環境。只有讓人才與城市的發
展定位和需求相匹配，才能形成有效供給。一哄
而上「搶人」的城市，不妨想想如何做大做強特
色產業，提供更多高端崗位。

「人在他鄉，最需要的是能感受到人情味，這
樣才有堅持下去的理由。」這是記者在採訪中聽
到最多的一句話。要想留住人就要留住心，這需
要城市既有大度，又有溫度。在「搶人大戰」爭
得先機的城市，應把更多精力放到建設宜居宜
業、後顧無憂的暖環境上去，以便更好地破解
「北上廣深一線城市容不下肉體，三四線城市容
不下靈魂」的難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