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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鱼米之乡”到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苏

州以不到中国千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创造了超过

2℅的GDP、9℅的外贸出口，成为中国最具魅力

的城市之一……

这是苏州写下的传奇。这一个个奇迹的背后

是一个个支点发挥着最大的价值。人才引进就是

其中的一个重要支点。

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坦言：“产业链完整是

一个优势，但最重要的优势是人才。唯有人才资

源才是永不枯竭的资源，唯有人才优势，才是竞

争的最大优势。”

他强调，苏州要用最好的资源，吸引最优秀

的人才，让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又拥有现

代科学技术的创业人才到苏州大展宏图。

目前，高层次人才对苏州经济发展的驱动作

用正日益放大。2009年，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产

值6912.61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4.2%，

苏州市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占全省总量的40%以

上，位居中国大中城市第二和第一位。而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领军人才中有近三成是近5年引进的新人

苏州：又一个“硅谷”
○ 陶海青

曾经，大规模的生产制造，给苏州以磅礴气势。而

今，一批批领军型人才，各自凭借独占性核心技术，正

在苏州大展拳脚。

曾经，斥巨资引进先进生产线，苏州的速度和才情

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今，新兴产业的崛起，传统产业的

新生，正在长三角地区埋下“升值”的种子。

苏州传奇的背后是高科技人才的引进加快了苏州的

经济转型。以至于海外留学人才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苏州是最有条件成为中国又一个‘硅谷’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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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冠军成长沃土

苏州是世界瞩目的“世界工厂”，但苏州不

能只做“世界工厂”。

2008年，苏州“三驾马车”中动力最强劲的

进出口突然急转直下，最低谷时跌幅深达50%，转

型升级已是刻不容缓。这一刻，高层次人才开始

在苏州扮演着“火车头”的关键角色，他们为新

一轮经济增长找到方向。

朱明，留学德国的计算机通信专家，属于苏

州市紧缺高层次人才，2007年带着光盘库技术来

到了苏州高新区，成立了苏州互盟信息存储技术

有限公司。短短两年多时间，公司已经发展成为

世界上3家主流光盘库设备生产商之一，令国外同

行刮目相看。

2009年入驻苏州生物纳米园的浩欧博生物，

尽管目前只有28名员工，可从今年的发展形势估

计，2010年公司产值将达到3000万元，明年则有

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重要的合作项目。1994年2月         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同年5月正式启动。10多年来，园区已经成为一个初具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工业园区。园区开发建设所走过的历程，是我国推进改革开放和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成功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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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达到5000万元；再比如，惠生电子，十几个人

的团队，今年产值计划达到2500万元，人均产值

达208万元……

同样的奇迹发生在苏州国际科技园内：0.33平

方公里的科技园的总产值超过了45亿元，这相当于

一块足球场大小的土地上产出了1个亿的GDP。

短短几年内，苏州国际科技园区已聚集了

1000多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这些公司大多数只有

十几个人甚至几个人，办公场所也只有几十平方

米，但是因为拥有核心技术，产品具有不可替代

性，市场竞争力强，一两年内企业产值就达到上

千万元，而且利润高达100%甚至300%。他们在生

物医药、软件及动漫游戏、纳米光电新能源、生

态环保等新兴产业领域扮演着“小巨人”角色。

这些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目标是发展成为世界

管理大师赫尔曼·西蒙眼中的“隐形冠军”——

名不见经传却占据行业龙头老大位置。

引领产业升级

一批批高科技人才携带先进技术落户苏州创

业，并在两三年内成功驶入产业化“快车道”，

这在苏州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2006年，梁子才从瑞典归国，担任北京大学

分子医学研究所教授、核酸技术实验室主任，也

是小核酸领域的第一个国家863重点项目主持人，

包括直辖市在内的众多大城市向他伸来橄榄枝，

谁也不曾想，他最终会把产业化基地放在昆山。

2009年，经过挑选确定的十家高质量的企业

在昆山小核酸产业基地落户。一个极具潜力的新

兴产业在这里生根、成长。

目前，小核酸技术在制药领域刚刚起步，作

为商业前景广阔的高新技术产业，国际上已有众

多科学家与制药机构投身于此，相比生命科学制

药的其他专业，产业的前沿距离中国研究者并不

太远。

“这个产业发展与昆山市提出的‘从制造

到创造’的转变契合得当，这是昆山的一个机

遇。”昆山市副市长黄健说。

无独有偶。同样是在2006年，瞿晓铧在苏

州高新区设立了苏州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

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重要的合作项目。1994年2月         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同年5月正式启动。10多年来，园区已经成为一个初具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工业园区。园区开发建设所走过的历程，是我国推进改革开放和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成功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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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同年11月阿特斯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目

前，阿特斯正在启动新增1000MW电池片生产能

力建设，同时组建200人规模的高新区光伏应用技

术研究院。

在阿特斯的带动下，苏州光伏产业发展迅

猛，聚集了百世德、赛维LDK等光伏及其配套企

业60余家，2009年太阳能电池片和组件总产值达

到200亿元。

这是苏州以人才引领产业升级的一个缩影。

引进一个人才，带动一个产业、影响一座城市，

这是在苏州不断上演的奇迹。如今，在一个个领

军人物的名字背后，正酝酿着一批人才的簇拥，

一大产业的崛起，一个经济增长点的形成。

对此，苏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立平

说，瞄准产业发展广聚人才，结合苏州城市发展

的功能定位与产业发展导向，大力引进领军人

才，通过人才集聚促进产业集群，推动新兴产业

的加快发展，这是苏州人才政策之“眼”。

人才创业的首选城市

在苏州科技城大门外，苏州科技城管委会

主任徐炳兴指着9个大字：新产业、新城市、新

人才，感慨地说：“一个好的高新区，应是官、

产、学、研、资、住齐全，没有好环境，就不会

有很好的人气，产业就难有发展。”

截至2009年底，苏州市人才总量突破90万

人，其中高层次人才突破5万人。从2008年以来，

苏州已有12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78人入选

江苏省“双创引进计划”。	

人才的集聚，离不开苏州市一贯的“用人为

本”精神和不断创新的人才工作机制。

因为苏州市政府深知：人才是第一资源，得

人才者得天下。

“在苏州生活，只要拎包入住（人才公

寓），在苏州创业，只需拎包办公。”这是“千

人计划”入选者们共同的感慨。一个全面覆盖、

集成支持、上下联动的引才政策体系在2500年风

景优美的苏州，构建成创业创新者的天堂。

2005年，苏州制定紧缺高层次人才引进资助

办法，苏州市本级给予5—100万元安家补贴。

2006年，苏州实施“千名高层次创新创业

人才引进工程”，把引才重点锁定在现代通信、

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并放宽了在年

龄、户籍、学历等方面的限制。

2007年，“姑苏创新创业领军人才计划”实

施，每年择优引进一批科技领军人才来苏创新创

业，给予50—250万元的安家补贴；根据创业项目

的规模和进度，给予100—400万元的科研经费资

助；提供不少于100平方米的免3年租金的工作场

所；最高500万元的担保融资贷款、30万元科技保

险费补贴、50万元贴息资助等。

2010年，《海外人才居住证管理暂行办

法》、《苏州市高层次人才享受生活待遇暂行办

法》、《苏州市关于加快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

工程（“1010工程”）的意见》、《关于县级市、

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人才科技工作目标责任

制考核的实施意见》等系列配套政策相继出台。

梧桐好，凤凰来。目前苏州全市人才总量年

增长率连续8年保持15%以上，高层次人才总量年

增长率连续5年保持20%以上，共有86人入选省

“双创计划”，连续三年保持全省第一；19人入

选国家“千人计划”，位居全国地级市之首。

“人才投入是收益最大的投入，是利在长

远、一本万利的事情。”蒋宏坤说，“要像重视

项目建设那样，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投入，特别要

舍得花大本钱引进发展新兴产业所急需和紧缺的

高端人才。”据统计，苏州人才引进和培育的专

项投入去年达9.22亿元，今后5年全市各类人才工

程的专项资金将不少于30亿元。

《苏州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0年，苏

州人才总量达到185万人；全市高层次人才总量达

到20万人，即在目前5万多人的基础上翻两番；10

年引进1000名海外高层次人才。目前，苏州市形

成了17个国家及省级开发区，26家科技创业园，

101个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个企业院士工作

站，250多个产学研联合体，398家内外资研发机

构，为人才发展搭建了优质平台。

对此，苏州市长阎立称：“要使苏州成为人

才创新创业的首选城市。”

“姑苏人才计划”再度升级

“以前，手里最多的名片是CEO，现在，最

多的是高校校长、院士和科学家。”几年间，职

务没有变，分管的领域没有变，苏州市委常委、

副市长周伟强发现，与自己打交道的人变了。

发生在周伟强身上的变化，其实是苏州经济

发展方式的变化。“苏州现在比以往任何时间都

苏州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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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需要人才。”

业内专家认为，未来苏州的产业发展，取决

于今天对苏州产业转型的战略安排和着力推动，

而产业转型升级“本质是人才升级，是人才战略

的升级”。

与此相对应的是，苏州在	2007年启动的“姑

苏创新创业领军人才计划”又在今年再度升级。

按照计划，苏州将在今后5年内投入30亿元，引

进、培育并重点支持1000名科技创新创业领军

人才，10000名重点产业紧缺创新人才，惠及近

30000名重点领域和行业的高、中级技术、管理

人才。5年内苏州全市将建成20个重大科技平台、

800万平方米科技创新创业孵化器。

为谋求新一轮跨越发展，实现产业转型升

级，苏州正在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引智风暴”，

苏州要以人才这根“金手指”点开全球智库。

吹响海外人才引进“集结号”

必须一提的是，苏州力揽海外人才可谓不遗

余力。今年5月，一场苏州市欧洲留学人员创业推

介会在德国慕尼黑市举行。苏州优惠的人才政策

和良好的创业环境，吸引了来自德国、法国等地

的200位海外留学人员关注的目光。

这个镜头，是近年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化人

才竞争，苏州实践把引进海外人才作为提升城市

竞争力的战略重点，大力吸引和集聚海外高层次

人才的一个剪影。

每年，苏州市政府都会组团赴欧美和日本等

国家和地区招纳贤才，将引智的“触角”伸向了许

多国家。先后在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

家建立了七个海外人才联络点，目前已经拥有11家

留学人员创业园；此外还委托国内外知名的猎头公

司为苏州在全世界网罗、挖掘和引荐人才。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2000年起，海外高层次

人才以年均超过500人的规模加速集聚。截至2009

年年底，累计已有5300余名海外高层人才来苏州

创新创业，已经占到高层次人才总量的十分之一

左右；在中新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自开发建设以

来，累计吸纳硕士以上高层次人才近2万名，海外

高层次人才2200多名，其中四分之一为创业人才。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有13262家外国和港澳

台投资企业、20000多常驻苏州国外专家或管理

人员、5300多名留学回国人员在苏州创业和工

作……在这一连串的数字背后，正是一个个海归

在诠释自身内涵与价值的同时，强力推动苏州经

济转型升级与跨越发展。

目前，苏州产业人才占比超过80%，达到中

等发达国家水平，其中重点产业人才超过50%，人

才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		

“判断一个区域的人才竞争优势，要看数

量、质量、投入和效能。数量是规模，质量是水

平，投入是发展后劲，效能是人才创造出的成果，

这四个方面可以表征一个区域的人才竞争能力。”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博士后导师桂昭明说，“从苏

州来看，目前已具有了这样的优势。”	

苏州从“小桥流水”的地域小市、资源小

市，一举成为中国第二大“工业强市”，人才铺

就了“苏州之路”的基石。

现在海外留学人才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苏州是最有条件成为‘中国硅谷’的城市。”	

原因何在？有人如此解释：一个科技城市的

兴起需要诸多条件，除了经济、科研实力外，特

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也很重要，苏州的电子产业链

门类之齐全在全国首屈一指。同时，苏州民风淳

朴，文化事业发达，治安环境一流；苏州人做事

勤勉务实、细心认真、不尚空谈。在这一点上，

苏州和美国的硅谷很相似。

苏州，要成为下一个“硅谷”，或许还有漫

漫长路，但一定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