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萧山区

人才强区新名片—博士后站扬风帆

15 年前，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萧山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新生事

物。在政府部门的牵头下，1999 年年底，万向集团由原国家人事部批

准建立了萧山第一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从此开启了萧山探索建设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历程。

15 年后的今天，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已经成为萧山实施人才强区

战略的一张金名片，为萧山企业创新发展、集聚人才搭建了一个重要

平台。短短 15 年间，萧山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从“零”起步，已经成

功建立了 28 家（其中国家级 21 家），占杭州市建站总数（89 家）的

近 1/3。

培育先行，建站筑巢有保障

为了推广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这一新生事物，萧山提出了“先种

试验田，先建示范区，学有榜样、带动其他企业建站积极性”的发

展思路。

经过多年的经营，首个“吃螃蟹”的万向集团企业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不仅为企业产生直接的数额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在培养、引进高

层次人才方面发挥出潜在的集聚效应。很快，在万向集团的示范带动

下，区内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提出建站申请。

然而，企业申请建站的积极性提高了，萧山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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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并没有从此一帆风顺，新的发展难题再次摆在眼前：企业建站

的成功率不高。“很多企业可能不是十分了解博士后相关工作，准备得

并不充分，达不到建站要求。”区相关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分析道。

如何提高企业建站成功率？从 2007 年起，萧山大胆创新，对欲

建站单位开始实施培育计划，探索出一条“提前介入，先行培育，好

中选优，顺势而上，提高建站申报成功率”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培育

制度。对区内具有一定规模、技术含量较高、开展博士后工作意愿强

烈的企业，采取培育加筛选加助推的建站培养模式，要求有建站意向

的企业提前 2~3 年申报，经筛选列为培育对象，进入培育期，接受相

关业务培训和建站指导，并提前按照国家级建站标准进行软件和硬件

建设，积极开展自主创新。经过培育期的“预热”，不仅使企业提前了

解了建站条件与详尽的申报工作流程和要求，大大提高了建站申报的

成功率。更重要的是，企业经批准建站后能马上进入角色。

杰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是尝到培育制度“甜头”的众多企业之

一，因为较早接受了建站培育，该企业的各项建站申报工作和各类软

硬件建设都有着充足的准备，2013 年一举成功申报建立国家级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

此后，经过前期有针对性的培育，萧山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培育制

度结出硕果。2013 年 8 月，国家人社部公布了全国新批的 610 家建

站单位名单。萧山作为一个区就占了 7 家，不仅占据了杭州全市获批

14 家新站的一半席位，更是在全国同级行政区中名列榜首。其中，国

家级科研工作站也猛增了 1/3, 增幅创历年之最。

牵线搭桥，招贤纳才有平台

“筑巢”的目的就是要引来“凤凰”，而最让人着急的莫过于巢筑

好了，却不见凤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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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才强县的创新实践

浙江国泰密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博管办主任沈铁伟清晰地记得建

站之初招不到博士后研究人员的那份焦虑。这家公司 2006 年成为浙

江省博士后科研工作试点单位后，由于密封材料行业的特殊性，学科

相对狭窄，专业人才较少，建站后一直招不到合适的博士后科研人员。

得知这一情况后，区相关职能部门及时上门了解情况，并动用各方资

源与高校、科研院所联系，向网络平台发布信息，终于帮助该企业在

2008 年年末引进了一位来自山东大学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为了进一步拓展人才招收渠道，萧山区每年积极组织博士后工作

站所在企业随省、市组团赴北京、西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 2~3 次

人才招聘。在省、市没有外出组织招聘的情况下，单独组团，主动出

击，先后与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等省内外 30 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

区内博士后工作站企业构筑了一个招贤纳才的大平台。

近几年，萧山政府部门利用各级网络平台帮助建站企业发布项目

信息已达 1000 余项，先后引进了 147 名博士后研究人员来萧工作站

开展课题研究，使得区内建站企业成功集聚了一批优秀的高端人才。

政策扶持，高效运行结硕果

“金巢”筑好了，“凤凰”飞来了，如何让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高效

运行才是最终目标。

萧山区委、区政府先后出台多个政策，不断加大扶持力度，确保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高效运行。

在资金扶持方面，从 2007 年开始对建站企业和进站人员进行

资助。当前，对国家级工作站，区人才专项资金一次性给予 30 万元

的建站资助经费；省级试点单位，一次性给予 15 万元的建站资助经

费；每进站 1 名博士后研究人员，给予 10 万元的经费补助，出站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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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萧工作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再给予每人 20 万元安家补助费，并给

予一定的人才生活津贴。

同时，为促进企业博士后工作站质量的提升，每隔三年开展一次

“三优”评选活动。即，在对各设站单位进行严格的质量和效益评估的

基础上，每三年组织开展一次先进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优秀博士后研

究人员、优秀博士后管理工作者的评选活动。对先进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给予每家 5 万元的奖励，给予优秀博士后研究人员每人 1 万元的奖

励，给予优秀博士后管理工作者每人 5000 元的奖励。

在一系列政策的扶持下，萧山博士后工作站呈现出“设立一家运

作一家，运作一家成就一家”的良好局面，使众多企业尝到了建站的

甜头。

当年率先“试水”的万向集团是最大的受益者。在 15 年的发展历

程中，万向的博士后工作站先后引进 22 名博士后开展课题研究，申

报专利 109 项，承担国家项目 6 个，省部级项目 5 个，博士后工作站

分别荣获国家和省、市级先进单位，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

目前，全区已有 28 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全部正常运行，先后引

进了 147 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吸引了 39 名博士后出站后继续留萧工

作；完成市级以上科技项目 200 个，其中国家级项目 38 个、省部级

项目 65 个；获市级以上科技成果奖 27 项，其中国家级 7 项、省级

14 项；获各种专利数 247 项，其中发明专利 66 项；在国内外刊物发

表论文 219 篇；成果转化新增产值 69.2 亿元，累计产生利润 10.0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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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才强县的创新实践

 学者点评

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作为博士后制度的一种 , 在产学研合作中，是市

场驱动、自下而上进路的创新模式与研发推动、自上而下进路的创新模式的

交集。萧山区政府在博士后工作站方面采取“培育先行”“牵线搭桥”“政策

扶持”等多项“组合拳”，可谓切中要害。“培育先行”摸清企业自身需求，

“牵线搭桥”拓宽企业引才渠道，“政策扶持”调动人才自身积极性。政府将

企业和人才的需求有机结合，让两者通过博士后平台各取所需、各展所长，

这是萧山经验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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