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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新一线城市的“人
才账本”，可以看出，新一轮
人才争夺战以来，在高额补
贴和各种优惠条件下，人才
聚焦效果十分明显。

在长沙，人才新政实施
半年，为当地引来了 2.86
万名各类人才，申请青年
人才生活补贴人员中，硕
士以上接近 40%，双一流
高校毕业生占 29%，来自
清华、北大等 20强高校的
占11%；留学归国人员中，
硕士以上占88%。

在成都，根据当地公安
部门的数据，自2017年7月
实施“人才新政12条”以来，
截至今年 4 月 17 日，已有
27.5万人通过人才新政落户
成都，八成为30岁以下的青

年人才。
“抢人补贴大战”带来的

高回报，促使更多城市加入
战团。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
月18日，全国已有深圳、海
口、成都、南京、西安等16个
城市发布各种人才引进与落
户政策，与此同时，有不少城
市通过放宽落户条件等方式

“升级”人才引进政策。如西
安市甚至将落户对象延伸至

“全国各高校在校学生”，被
网友戏称为“想人才想疯
了”，而广州也将学士、硕士
和博士学历人员年龄限制分
别从35、40、45周岁调整到
40、45、50周岁。

记者注意到，随着“人才
争夺战”的愈演愈烈，连以往

高冷的一线城市也纷纷放低
身段加入战局。去年 3月
21日，北京发布《关于优化
人才服务促进科技创新推动
高精尖产业发展的若干措
施》，在人才的引进、评价、激
励等方面打出“组合拳”，高
层次国内人才最快5个工作
日即可办理完成引进手续。
这被普遍认为是北京“近十
年最宽松的落户政策”。

和北京一样一直严格控
制人口流入的上海也表态要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根据
上海市公布的《上海加快实
施人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
大数据等13个领域的高峰
人才“本人及其家属、核心团
队成员及其家属可以直接办
理本市户籍”。

郑大河大一半学子流向外地
郑州不能光“撒钱”还要更有温度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最贵。
▶自2017年人才争夺战在各新一线城市打响以来，如今已进入白热化阶
段。各地纷纷出台增加补贴、放开落户限制等用人政策，争抢人才蛋糕。
▶面对“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的格局，“智汇郑州”政策能否成为抢人利器，为
郑州发展留下人才？郑州又应当如何争得自己的错位优势？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宋迎迎/文 沈翔/图

那么，面对“前有强敌、
后有追兵”的夹击态势，郑州
如何在新一轮人才大战中形
成错位优势？采访中，多位
专家都建议，郑州不能仅仅
停留在“撒钱”的初级阶段，
要在人才和产业环境的营造
上下足功夫。

产业集聚区专家、“老杨
会客厅”创始人杨建国认为，
人才争夺战中，“给钱”是目
前最简单最常用的手段，但
并不是解决人才问题的万金
油，“只能解燃眉之急”。面
对愈演愈烈的补贴大战，郑
州更应当在营造人才环境上
多下功夫。

“希望郑州向沿海城市
和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学习，
营造一种人才安居的环境。
尤其是通过大力支持创新创
业载体建设，大力集聚各类
重点产业企业，支持各类人
才自主创新创业，引导企业
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符
合、与国际接轨的用人制度
等等。只有在发展机会多样
情况下，不管租还是住，年轻
人才能安于其所。”杨建国同
时建议，在大规模引进人才
的同时，要“借势”带动本土
人才得到充分培养和成长，

为郑州乃至河南发展提供本
土生力军。

“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征程中，郑州市应该将人才
战略当成第一要务来抓，而
且不单是引进来，更要考虑
引进来后怎么办，怎么留得
住。”王牌智库副总经理陈琳
建议，在人才争夺战中，郑州
市要不断创环境，给政策，建
机制，打造与“国际郑”相匹
配的吸附力。要从传统单一

“抢”向“引”，从“引”向“留”，
从“留”向“强”的层级转变，
既保证人才能进来，又保证
郑州能提供匹配高端人才成
长的环境。

“我们一直在说，要打造
有温度的郑州，有活力的郑
州，有创新的郑州，有性格的
郑州，有希望的郑州。总之
一句话，希望郑州在人才土
壤建设层面多做文章，在产
业培育及创新上多下功夫，
在城市气质及软实力提升
上多倾斜力量。”陈琳说，只
有做足了这些功夫，郑州才
能在人才大战中走得动，站
得稳，让人才不仅留在郑
州，还能乐在郑州，真正为
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
供智力支撑。

“2017年，人才争夺战
正式打响，两年间，主要战场
从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蔓
延到如今的一线甚至是三、
四线城市，可以说，各地抢人
的力度前所未有。今年以
来，有的省会城市更是没有
门槛，全面放开落户。”长期
研究城市运营的专家、王牌
智库副总经理陈琳认为，如
今，郑州正处于“前有追兵、
后有来者”的夹击态势下，要
有战略眼光和格局，不能盲
目跟风对赌。

陈琳说，目前郑州的发
展依然还在享受着河南人口
基数大的红利，但未来怎么
办？比如，从近两年数据来
看，同为新一线城市西安的
发展势头已经超过郑州。

记者注意到，2018年，西
安、郑州两地的常住人口增
加量分别为38.7万人、25.5
万人，西安明显超过郑州，而
在2017年，西安常住人口仅
增加了10万左右（除去因西
咸新区合并增加人口），郑州
则增加了15.68万人。

“短短一年时间，西安人
口增量反超郑州十多万人，中

间发生了什么？很值得我们
思考。”陈琳说。

根据《西安日报》报道，当
地人才新政出台一年时间，吸
引了40万人才落户西安，是
2017年同期的6.7倍。尤其
是2018年度西安春季赴京高
端人才引进活动中，西安组织
40余家重点单位组团进京引
进高端人才。在清华大学和
中国人民大学的推介活动上，
推出全国在校大学生凭学生
证和身份证即可落户的新举
措，一天内吸引8050名各类
人才落户西安。

陈琳认为，像西安、成都
这类城市，既有文化底蕴，生
活环境又十分闲适，一旦加
入战团，会对郑州市形成很
大冲击，更别说北上广深这
种一线地区，人家可能松个
政策小口子，就把你撒大把
钱的优势一下子冲掉了。“所
以，面对这样的格局，郑州市
不能单纯靠撒钱来争人才，
更重要的是，要在人才土壤
上下功夫。否则，你吃饭、房
价比新一线城市贵，创新氛
围、工作机会不如一线城市，
怎么和人家竞争？”

深思：
西安人口流入反超郑州一天吸引8050名人才

■专家

郑州不能光“撒钱”要让城市有温度

面对北上广深的来势汹
汹、新一线兄弟城市的虎视
眈眈，“智汇郑州”大力度的
人才补贴效果如何？留在郑
州的人才中，高层次人才所
占比重又如何？

面对记者发出的采访请
求，郑州市人才办、郑州市人
社局均表示没有完整统计数
据，因此不接受采访。

不过，根据媒体报道，郑
州市人才办主任李晓龙4月
27日参加智汇郑东·第十届

“如意前程”招才引智双选会
致辞透露，“智汇郑州”人才
政策实施以来，全市共吸引
21.4万余名青年人才来郑就
业创业，累计发放人才资金
36481万元，人才政策收到
丰硕成果。

虽然从上述官方数据
来看，“智汇郑州”政策给
人才落户带来了明显的增

幅，但在相关专家看来，郑
州市乃至河南对人才吸引
力匮乏的深层问题目前仍
然没有得到真正缓解，其
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
省内高校的人才外流仍然
比较严重。

作为河南省内执牛耳的
两所高校，郑州大学、河南大
学是河南省内的人才发动机
与聚集地，其生源中更是有
八成都是河南本省生源。然
而记者查询两校官网发布的
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发现，

“智汇郑州”人才政策出台之
后 的 两 届 毕 业 生（2017、
2018）中，留在河南的比例
仍然较低。

其中，河南大学2018届
毕业生中，省内生源占比接
近 八 成 ，然 而 ，却 只 有
56.48%的已就业毕业生是
在省内就业，省外就业的毕

业生主要集中在北上广等
地；2017届毕业生中，超过
八成生源为省内生源，留在
本省就业的却只有44.45%，
省外流向主要为北上广和重
庆等地。

而郑州大学毕业生留在
河南省就业的比例反而在

“智汇郑州”政策出台后出现
了明显下滑：2017年，留在
河南省就业的比例占七成，
到了2018年，这一比例则下
降到50.43%。另外50%的
生源去了哪里？有一半都去
了北上广浙。

“本地生源占大头的郑
大河大，毕业后留郑留河南
的人才只有一半，这很能说
明问题。从这点来看，郑州
市的人才政策对本省人才吸
引力尚且不足，更何谈全
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
家表示。

战火：一线城市放下身段入战局抢人大战愈演愈烈

现状：未改变“缺人才”深层格局 郑大河大一半学子仍然流向外地

我们去哪儿
郑州人才新政实施一年半调查

郑州吸引人才要在“软件”上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