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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１２年是浙江深入实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人才强省建设取得显

著进展的一年 。一年来 ，各级各部门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

紧紧围绕深入实施“八八战略” 、“创业富民 、创新强省”总战略 ，大力宣传和普

及应用科学人才观 ，着力推进重大人才工程实施 、重大人才平台建设 、重大人

才政策落实创新 ，着力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 ，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

设 ，人才发展呈现良好势头 ，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

人才支撑 。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 ，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

国家事业中来 。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着眼于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

化浙江 ，作出加快建设科教人才强省 、全力打造人才高地的重大部署 。当前和

未来一个时期 ，浙江正处在人才大省迈向人才强省的新阶段 ，人才发展面临前

所未有机遇 ，空间广阔 ，大有可为 。

为更好反映浙江人才发展情况 ，我们编辑出版了枟浙江人才发展蓝皮书

（２０１２）枠 ，这也是第三本年度人才发展报告 。 全书分综合篇 、区域篇 、专题篇 、

研讨篇和政策篇 ，约 ３８万字 。这些内容立足浙江人才发展实践 ，比较全面地

总结了人才发展的新成绩新经验 ，分析展望了新一年人才发展的新形势新任

务 ，同时深入探讨了新时期人才发展的若干重点难点问题 。我们将继续努力 ，

及时总结反映浙江人才发展的最新成果 。 我们期待广大读者 、社会各界人士

更加关心支持人才发展事业 ，一起献计出力 ，加快推进浙江人才强省建设 。

编 　者

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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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浙江人才发展报告和 2013 年展望

□ 　浙江省委人才办

　 　近年来 ，浙江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 ，深入贯彻实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

要 ，坚持高端引领 、整体开发 ，大力普及宣传科学人才观 ，大力引进培养创业创新人才 ，加

力推进人才强省建设 ，人才发展保持良好势头 ，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

撑 。据枟中国人才资源统计报告（２０１０）枠最新发布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０年底 ，浙江全省人才资

源总量达到 ７５２畅１万人 ，居全国第 ４位 ；人才贡献率 ２９畅９％ ，居全国第 ５位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 ，省“千人计划”共引进人才 ６５３人 ，其中入选前八批国家“千人计划”１９２人 ，居全国

第 ４位 。

一 、2012年人才工作的主要成效

（一）党管人才工作进一步加强

省委 、省政府更加重视人才工作 ，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

告作出建设科教人才强省 、全力打造人才高地的战略部署 ，出台枟进一步加强党管人才

工作的实施意见枠 ，有力推动人才强省各项工作 。加大宏观指导和考核督查 ，对各市和省

有关部门下达 ２０１２年重点人才工作指标 ，开展 ２０１１年市县党政领导人才工作目标责任

制考核 ，首次通过量化考评确定了 １７个考核优秀市 、县（市 、区） ；建立省委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重点人才工作项目化管理制度 、重大人才工程和政策推进协调制度 ；开展

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重大工程和政策落实情况督查 。加大人才投入 ，省委 、省政

府首次明确市 、县（市 、区）财政人才专项投入年增幅不低于当年本级公共财政支出增幅 ，

力争 ３年后本级财政人才专项投入达到当年本级公共财政收入的 ２％ 。加大科学人才

观宣传普及力度 ，开展市县党政“一把手”和组织部长学习科学人才观征文活动 ，出版枟科

学人才观在浙江 ———党政领导谈人才枠 ；市县联动开展“走百家企业 、访千名人才”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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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和人才办实事 ３５００多件 ；开通“浙江人才工作网” ，办好“浙江人才手机报” 、“之江

人才” 、“浙江大学生村官”官方微博 。加强高层次人才联系服务工作 ，普遍建立党政领导

联系高层次人才力度 ，评选表彰优秀人才典型 ，开展院士 、省特级专家和基层一线专家

暑期疗休养活动 。

（二）“千人计划”等各项重大人才工程取得新成效

２０１２年 ，第五批省“千人计划”引进 ２０７人 ，入选第八批国家“千人计划”３７人 ，第八

批增量和入选总量均居全国第 ４位 。全年引进高层次人才 １畅５万名 ，其中海外高层次留

学人才 ２１５０名 ，聘请国（境）外专家 ３畅３万人次 。省及各地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引进海内

外高层次人才 ，省里组团赴硅谷 、波士顿 、巴黎 、法兰克福 、东京等地举办 ５场大型高层次

人才洽谈会 ，参加洽谈 ２０２８ 人次 ，达成意向 ７６３ 人次 ，当场确认引进人才和科技项目

１３１人（项） ；成功举办第四届浙江 ·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大会和第七届中国浙江 ·

宁波人才科技周 ；继续组团赴北京 、上海 、香港招聘高层次人才 ；发挥省海外高层次人才

联谊会作用 ，成立生物医药 、新材料 、电子信息 、能源资源与环境 ４个专业分会 。省级重

大人才工程深入推进 。省 １５１人才工程选拔重点资助培养人员 ２４名 ，第一层次培养人

员 ９１名 ，第二层次培养人员 ２００名 ，９７７名第三层次培养人员通过综合考评 ；培养高技

能人才 １２万人 ，培训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２０万人次 ，农村实用人才 １３畅２７万人 ；开展“国

家特殊支持计划”（简称“国家特支计划”）各平台人选的推荐申报工作 ，首批入选 “国家

特支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１６人 ；启动“浙江青年科学家培养计划” ，研究制订新一轮支持

欠发达地区人才开发“希望之光”计划 。加强大学生村官队伍建设 ，省里出台枟关于进一

步加强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实施意见枠 ，举办浙江省“优秀大学生村官”先进事迹报告会 、

“新青年的价值观”优秀大学生村官宣讲活动 ，新选聘大学生村官 １７４８ 名 ，目前在岗

１畅３５万人 ，２５８８人担任村“两委”干部 ，有 １２００多人创办各类项目 ９００多个 。

（三）高层次人才发展平台建设实现新突破

杭州未来科技城（海创园）已成功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３３２名 ，入选省“千人计划”人

才 ２６名 ，国家“千人计划”人才 ５名 ，落户高端项目 １５０余个 。其中 ，２０１２年新入选 １３名

省“千人计划”人才 ，成功引进 ２名美国国家院士 、１名加拿大两院院士 、１名中科院院士

在内的一批高端人才和项目 ，１名诺贝尔奖得主成为落户项目的天使投资人 ，引进央企

实现零的突破 。青山湖科技城引进香港大学浙江研究院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 、浙江大学

青山湖科技研发园 、浙江西安交通大学研究院 、盾安国家级技术中心等 ２８家科研机构 ，

启动建设“科技创新孵化和综合服务基地” 。推进国家和省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基地建设 ，

首批 １６个人才基地已引进集聚海外高层次人才 ６６２８名 ，其中国家“千人”１８９名 ，省“千

人”２６２名 ，创建评定第二批省级人才基地 。全省新认定省级重点实验室 ２２家 、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１４家 、企业研究院 ４６家 ，组织推荐聚光科技 、万向集团等 １４家单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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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新评定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 ２７家 。各地人才平台建设有新

亮点 ，如宁波市成立以诺贝尔奖得主格拉布斯命名的研究院 ，启动建设“千人计划”余姚

产业园 ，绍兴市引进建立中航工业北京航空材料院绍兴分院 。

（四）重大人才政策创新取得新进展

落实“千人计划”专家各项政策待遇 ，完善全省海外引进人才服务窗口体系 ，开展“千

人计划”实施情况绩效评估 ，已拨付“千人计划”奖励资金近 ４亿元 ，为海外人才办理“浙

江红卡”４７７本 。出台枟引导各类资本支持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的政策意见枠 ，加快资本

库和人才库建设 ，浙江海邦人才基金规模达到近十亿 ，目前已与数十个海归创业项目达

成投资合作 。出台枟关于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意见枠 ，实施服务业发展推进四大工

程 。出台枟关于进一步加强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的意见枠 。研究制定推进人才强企 、社会

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政策 。各地进一步加大人才政策改革创新力度 ，不论是经济发达

市县还是经济欠发达市县 ，纷纷推出了一批高含金量 、有较大突破性和吸引力的人才培

养 、引进 、使用和服务保障政策 ，有效改善了浙江省的人才创业创新环境和条件 。

二 、2013年人才工作展望

２０１３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第一年 ，也是“十二五”发展承前启后的

关键年 。新的一年 ，浙江省人才发展面临的良好机遇和有利条件 ，主要表现在 ：一是经济

全球化深入发展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 ，为引进集聚人才提供了难得机遇 。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新科技革命初露端倪的大趋势下 ，资本 、技术 、人才等高端生产

要素在全球范围加速流动和重组 。人才流动和竞争的国际化会带来一些挑战 ，但更多

的是机遇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世界经济重心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 ，海外人才越来

越青睐到中国寻求发展机会 ，我国已经成为接纳人才回流和环流的主要国家 。尤其是

浙江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 、经济发展和人文环境优势 ，有利于浙江更多更好地引进利用

海内外人才和智力资源 。二是加快“两富”现代化浙江建设 ，为人才工作创造了广阔的发

展空间 。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部署了浙江今后五年和未来的

发展蓝图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浙江省进一步提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水平 ，加快建

设“两富”现代化浙江的关键时期 。人才是转型之要 、创新之源 、竞争之本 。加快经济转

型升级 、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必然要求进一步强化科技 、人才要素支撑 ，对各类人才特别

是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将会更加旺盛 ，给各类人才创业创新提供了良好平台 。这为浙江

加强人才培养 、引进和使用工作提供了极好机遇 。三是这些年人才强省建设推进有力 、

成效显著 ，为人才工作创新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 ２００３ 年浙江省提出大力实施人才强

省战略 ，２０１０年提出加快建设人才强省 。经过近 １０年的努力 ，浙江省人才工作取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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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进步 ，走在全国前列 。浙江建立了党管人才工作格局 ，制订实施人才强省战略规划 ，力

抓重大人才工程实施 、重大人才平台建设 、重大人才政策创新 ，人才投入逐步加大 ，工作

氛围越来越好 。

在看到机遇 、肯定成绩的同时 ，浙江人才工作也还存在一些矛盾和不足 ，人才发展

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制约和影响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根本突

破 ，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高技能人才不足 ，党管人才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也还需进一步

完善 。这些问题 ，我们要进行认真研究 ，抓紧予以解决 。

总体上看 ，浙江人才工作处在纵深推进人才强省的关键阶段 ，处在攻坚克难 、再上

新台阶的重要时期 。人才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把

中央和省委关于人才工作的决策部署 、浙江省人才规划要求落到实处 。要切实把握我

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论断 ，根据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

件的变化 ，把握好人才工作的机遇 ，积极应对面临的挑战 ，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 、

素质优良 、结构合理的创业创新人才队伍 ，努力赢得浙江省人才工作的主动 ，赢得人才

发展优势 ，赢得更美更好未来 。

２０１３年的人才工作 ，在主题上 ，要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

标 ，服从服务于深入实施“八八战略” 、“两创”总战略 、加快建设“两富”现代化浙江的大

局 ，服从服务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科学发展的中心任务 。在目标上 ，加快确立

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 ，加力建设人才强省 、全力打造人才高地 。在抓手上 ，在抓重大人

才规划 、人才工程 、人才平台 、人才政策上着眼用力 ，提高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 ，以高层次

高技能“两高”人才为重点 ，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 。要突出以下工作重点 ：一是认

真贯彻落实党管人才意见 ，提高党管人才工作水平 。完善党管人才工作体制机制 ，落实

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 ，推进党管人才方式方法创新 ，加大人才投入 ，加强人才工作机构

和队伍建设 。二是深入实施“千人计划” ，大力引进和积极用好海外高层次人才 。围绕经

济转型升级需求 ，突出抓高端人才和团队引进 ，赴美国 、欧洲 、中国香港等海内外人才集

聚城市和地区招才引智 。完善人才服务窗口体系和工作机制 ，为人才创业创新提供有

力保障 。三是对接实施“国家特支计划” ，进一步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工作 。深入实

施重大人才培养工程 ，完善有关政策 ，加强培养支持 ，健全高层次人才培养体制机制 。四

是以“双城”和重点人才基地为引领 ，加快打造一批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平台 。全力推进

青山湖科技城 、未来科技城建设 ，在引进高端人才 、中央企业和研发机构上有更大突破 。

支持和鼓励各地规划建设一批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平台 、建设人才特区 ，加强各类创新

载体建设 。五是着力加强企业人才工作 ，统筹抓好各领域人才队伍建设 。实施好青年科

学家培养计划 、产业教授计划 ，推进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深入实施

农村实用人才培训计划 、欠发达地区“希望之光”计划 。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村官培养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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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六是推进人才政策改革创新 ，加快构建开放灵活 、更有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抓

好现有各类人才政策的兑现落实 ，及时研究解决政策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研究

制定一批急需管用的人才新政策 。加强人才政策与产业政策 、科技政策之间的衔接和

协调 ，形成政策叠加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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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浙江人才发展统计报告

□ 　浙江省委人才办

一 、人才主要指标

根据枟中国人才资源统计报告 （２０１０）枠
①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浙江省人才资源总量为

７５２畅１万人 ，其中党政人才 ２５畅４ 万人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２６１畅７ 万人 ，专业技术人才

３８０畅５万人 ，高技能人才 １１４畅９万人 ，农村实用人才 ５０畅９万人 。每万名劳动力中研发人

员 ５６畅０人年 。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为 １６畅１％ 。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

教育的比例为 １２畅６％ 。人力资本投资总量 ２８０８畅４ 亿元 ，占 GDP 比例为 １１畅１％ 。人才

贡献率 ２９畅９％ 。

二 、人才素质

截至 ２０１１年 ，全省拥有院士 ３２人 ，其中科学院院士 １３人 、工程院院士 ２０人 。省特

级专家 ７０人 。 “９７３计划”（国家重点科技创新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６人 。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 ９人 。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８８人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

人选 １０４人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７０人 ，省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４７５人 ，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３１００ 人 。 “１５１工程”第一层次培养对象 ４７１人 ，第二层

次培养对象 １５１６人 ，第三层次培养对象 ４５９２人 。省重点创新团队 １８５个 ，其中科技创

新团队 １００个 ，企业技术创新团队 ７０个 ，文化创新团队 １５个 。

２０１１年 ，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 ５６畅０４万人 ，从事 R&D人员 ２６畅２９万人 ，其中企业从

事 R&D人员 ２１畅７１万人 。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８畅５７年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４９畅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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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 ９３畅２３ 万人 ，其中博士研究生 ０畅９５ 万人 、硕士研究生 ４畅４８ 万人 。

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 ７３畅２２万人 。

三 、人才投入

２０１１年 ，全社会 R&D 投入超过 ９６０亿元 ，占 GDP 的 １畅９２％ 。财政性教育经费支

出 ８０５畅５亿元 ，财政性卫生经费支出 ２７８畅９８亿元 ，财政性科技经费支出 １４３畅９亿元 。

四 、人才引进

２０１１年 ，全省引进海外留学人才 ３６００多人 ，其中硕士以上学历 ２７６０人 。全年共聘

请国（境）外专家 ２畅５万人次 。入选国家“千人计划”８９人 ，入选省“千人计划”１５４人 。截

至 ２０１１年底 ，全省有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９３人 ，省“千人计划”专家 ３８３人 。

五 、人才培养

２０１１年 ，全省培训各级党政人才 ３０万人次 ，其中出国出境培训 ２４６２人 。

完成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 ２０畅５万人次 ，其中学历学位教育 １９００人次 ，国际合作

培训 １３５０人次 。

培训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２畅５ 万人次 ，举办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研修班 ４１ 期 ３５００

多人 。

完成职业技能鉴定 ９２万人 ，培养高技能人才 １１万人 。

培训农村“两创”实用人才 １１畅０７万人 ，其中生产型人才 ３畅８万人 ，经营型人才 ２畅９１

万人 ，技能带动型人才 ０畅８９ 万人 ，技能服务型人才 １畅１２ 万人 ，社会服务型人才 ２畅３５

万人 。

省“１５１工程”选拔第一层次培养人员 ４人 ，第三层次培养人员 ３９９人 。开展卫生系

统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工程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累计选拔 ６８人 。资助钱江人才计划项目

９４项 ，资助新苗人才计划立项 １６１２ 项（其中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１１２９项 ，大学生科技

成果推广项目 ３１９项 ，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 １６４项） 。

新选派 １２７９ 名科技特派员 ，１９ 个法人特派员 ，１２０ 个团队科技特派员 ，组织实施

２７３个科技特派员项目 。

新选聘大学生“村官”１７２６名 ，累计选聘 ２６１３７名 ，在岗 １５３７５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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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人才载体

截至 ２０１１年底 ，全省拥有 １６家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基地 ，其中 ，浙江大学 、

杭州高新区（滨江） 、海创园 、宁波高新区入选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国家

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３家 ，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１６家 。拥有科技创业园 、大学科技

园 、软件园 、创业服务中心等各类省级科技孵化器 １１８家 ，其中国家级 ２４家 。

建有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 ２４０ 个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 １３３３家 ，留学生创业园

１５个 ，院士专家工作站 ２６个 ，博士后流动站 ５７家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１４０个 。国家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１０家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５３家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６８１家 ，省级

企业研究院 ６０家 ，省重大科技创新平台 ６０家 。

全省拥有高等院校 １０５所（含独立院校） ，有获得博士授予权的高校 ８所 ，拥有博士

学位授予一级学科点 ７７个 ，硕士学位授予一级学科点 ２５０个 。中等职业学校 ４５０所（含

技工学校）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４９所 。

七 、人才效能

２０１１年 ，全省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１３１０７畅４５ 亿元 ，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

的 ２３畅２４％ 。

全省 ３０项成果获国家科技奖 ，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 ２ 项 、国家科技进步奖 ２８项 。

２８０项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 ，３人获省重大科技贡献奖 。

全年申请专利 １７畅７１万件 ，比上年增长 ４６畅７％ ，其中发明专利 ２畅４７万件 。共获专利

授权 １３畅０２万件 ，比上年增长 １３畅６ ％ ，其中发明专利 ９１３５件 ，增长 ４２畅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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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浙江非公有制企业 （单位 ）

人才资源调查报告

□ 　浙江省统计局

　 　 ２０１２年 ，浙江省统计局组织开展了 ２０１１年度全省非公有制企业及民办非企业法人

单位（以下简称非公企业 （单位））人才资源状况抽样调查 。本次调查设计样本总量为

１５０００个 ，按地区 、行业 、企业规模等属性进行分层抽样 。实际回收有效样本 １４６３０个 ，

共调查从业人员 ３６６万人 ，实际调查从业人员占全部非公企业（单位）从业人员的比例接

近 ２０％ ，分行业 、分市从业人员抽样比均在 １０％ 以上 ，调查结果对全省具有较好代表性 ，

对 １１个市具有一定代表性 。

调查显示 ，２０１１年浙江省非公企业（单位）各类人才均保持了快速增长 ，人才队伍整

体素质较高 ，人才总体分布与浙江省产业特点相符 ，日渐合理 。经营管理人才状况总体

适应了全省非公经济的发展 ，但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随着浙江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深

化 ，现有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急需提升结构和提高素质 。技能人才队伍不能完全适应非

公经济发展需要 ，无法支撑起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 。

一 、非公企业（单位）人才资源现状

（一）人才数量保持快速增长

根据调查数据 ，２０１１年底 ，全省非公企业（单位）年末从业人员为 １９２９畅８ 万人 ，其

中 ，经营管理人才为 ２４４畅４ 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 ２２畅１ 万人 ，占年末从业人员总量的

１２畅７％ ；专业技术人才为 ２８２畅２万人 ，增加 ３２畅９万人 ，占年末从业人员总量的 １４畅６％ ；高

技能人才为 ６６畅２万人 ，增加 ９畅１万人 ，占年末从业人员总量的 ３畅４％ ，各类人才均保持

了快速增长（见表 １） 。在管理岗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为 ７０畅１万人 ，比 ２０１０年末增加

３畅０万人 ，人才专业化趋势明显 ，经营管理人才 、专业技术人才混岗比重下降 ，仅占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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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总量的 ３畅６％ ，下降 ０畅１个百分点 。

表 1 　非公企业（单位）人才情况

人数（万人） 占从业人员比重（％ ）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比
２０１０年增减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比 ２０１０年
增减百分点

年末从业人员 １９２９ 5*畅８ １７９６  ．０ １３３ 镲滗畅８ １００ 铑．０ １００ 靠．０ ０ 5．０

经营管理人才 ２４４ 5*畅４ ２２２   畅３ ２２ 镲滗畅１ １２ �铑畅７ １２ 适靠畅４ ０ @5畅３

专业技术人才 ２８２ 5*畅２ ２４９   畅３ ３２ 镲滗畅９ １４ �铑畅６ １３ 适靠畅９ ０ @5畅７

其中 ：在管理岗位工
作的专业技术人才

７０ 5*畅１ ６７   畅１ ３ 滗．０ ３ �铑畅６ ３ 适靠畅７ － ０ @5畅１

高技能人才 ６６ 5*畅２ ５７   畅１ ９ 镲滗畅１ ３ �铑畅４ ３ 适靠畅２ ０ @5畅２

（二）人才队伍整体素质较高

非公企业（单位）人才中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为 １０９畅３万人 ，比 ２０１０年末增加 １１畅６

万人 ，占人才总量的 １０畅４％ ；大学专科学历的为 １６８畅０万人 ，比 ２０１０年末增加 ９畅８万人 ，占

人才总量的 １６畅０％ （见表 ２）。专业技术人员 、技能人员中具有国家评定的专业技术职称 、

技能等级（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比重分别为 ４８畅２％ 和 ３２畅６％ 。人才队伍整体素质较高 。

表 2 　非公企业（单位）人才学历情况

比重（％ ）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８年

总计 １００ 镲滗畅０ １００ 铑沣畅０ １００  �畅０

大学本科及以上 １０ 镲滗畅４ １０ 铑沣畅４ ７  �畅５

大学专科 １６ 镲滗畅０ １６ 铑沣畅９ １３  �畅１

中专及以下 ７３ 镲滗畅６ ７２ 铑沣畅７ ７９  �畅４

（三）人才分布日渐合理

调查数据显示 ，非公企业 （单位）三次产业的从业人员比例为 ０畅６％ 、８２畅１％ 和

１７畅３％ （见表 ３） ，人才在三次产业中的比例为 ０畅６％ 、８２畅７％ 和 １６畅７％ ，两者比例基本一

致 ，其中第三产业人才比重比 ２０１０年上升 １畅７个百分点 。制造业 、建筑业等传统劳动密

集型行业仍是吸纳人才的主要产业 ，占人才总量的 ８２畅３％ 。人才总体分布与全省产业

特点相符 ，日渐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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