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余姚市

“千人计划”产业园的“聚才经”

2014 年，中国第一炉超高纯钛在余姚的“千人计划”产业园里下

线，预计电子级低氧超高纯钛年产可达到 250 吨，填补我国相关产业

和技术空白，也打破了发达国家对这一项目的垄断。

我国第一个集成电路制造用铜、铝、钛、钼、钽等超高纯金属材

料及溅射靶材生产基地诞生余姚，成为除日本和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

之外掌握此项核心技术的国家。

……

一个个“第一”绽放在浙江东部一个县级市余姚，并非偶然。

近些年，余姚大力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克服小县城人才缺失

的短板，全力打造浙江省首个“千人计划”产业园，依托“千人计划”

专家的领军作用和人才集聚效应，引智“最强大脑”。

2012 年 9 月，宁波市委、市政府专门授“宁波‘千人计划’产

业园余姚园区”牌子，2013 年 4 月，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又正式

授“浙江‘千人计划’余姚产业园”牌子。仅两年多时间，“千人计划”

产业园已签约或正在跟踪洽谈的海外高层次人才项目达 98 个，其中

国家“千人计划”项目 69 个，省“千人计划”项目 8 个，已注册落

户项目 3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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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才强县的创新实践

人才布局瞄准“最强大脑”

“千人计划”产业园的“种子”是在 2005 年夏天埋下的。

那年，留日博士姚力军辞去了世界 500 强企业高管的职务，带着

40 个集装箱和 1 个散货船的设备来到余姚，办起了宁波江丰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同时带来的还有多名海归博士、日本专家和 5 项半导体

材料的核心技术。

中国当时还没有生产半导体工业用溅射靶材的先例，相关企业所

使用的超高纯金属材料及溅射靶材全部依靠进口，市场完全被日本和

美国的跨国公司所垄断。余姚看中科技的后发力，倾力扶持这位海归

专家创业，最终填补了国内产业及技术空白，累计申请发明专利 200

余项，销售连续 5 年翻倍增长。

高端人才落地成功，给了余姚市委、市政府的决策者们很大启

发：引进一名“千人计划”高端人才，意味着带来一个创新团队、催

生一个新兴产业、培育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个大胆的设想产生：通过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广泛人脉和国际影

响力，加上余姚雄厚的产业基础和政府的科技人才政策，建一个“千

人计划”产业园，吸引一大批高层次海归创业团队来姚创业发展，既

可以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又可以促进余姚的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又带

动了相关的上下游企业发展。

“我们与国外的差别主要是在科技创新上，尤其是核心科技。如果

我们把那些掌握世界核心技术的人才和团队引到中国来，引到余姚来，

再帮助实现产业化，转化为生产力，贡献该有多大呀！”决策者这样

规划。

2012 年，“千人计划”产业园正式启动建设，园区定位在围绕

新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疗等五大战略性新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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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s宁波案例二

业，重点引进并支持一批“千人计划”专家和掌握核心技术的海内外

高层次人才来余姚创业。产业园总规划面积约 486.7 公顷，按照孵化

基地、中试基地和产业化基地“一园三基地”的建设思路，分点布局，

同步实施。

展开“千人计划”产业园的蓝图，可以看到余姚人才布局所打造

的未来雏形：

五到十年，余姚“千人计划”产业园将“引进 100 名千人计划专

家、形成 1000 亿元高端产业基地”，争创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创

业创新基地”。并探索建设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在更高层面提升园区

集聚资源要素的能力。

人才引进击中“柔软神经”

“五到十年吸引 100 名千人计划专家”，这个数字从全国的角度

看，也不多见。要知道，这些人才大多掌握着世界前沿科技，项目多

半也为世界领先的原创项目，有的甚至填补了国内空白，“抢手度”不

言而喻。

余姚凭什么自信能“引得金凤凰”？

在余姚看来，吸引高端人才除了城市区位等综合实力，更要击中

人才切实需求的那根“柔软神经”，也就是打造一个适合人才发展创业

的大环境。

在“千人计划”产业园里，成立短短三年的宁波江丰生物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成功开发出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医疗影像及数字病理系统，

创造了“创业史”上的一个传奇。

快速成功，得益于余姚为高端人才开辟人才创业创新“绿色通道”。

余姚在高端人才项目上，在土地落实、项目立项、公司注册等方面都

实行特事特办，建立主要领导直接联系项目机制，牵头协调解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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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才强县的创新实践

落户、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实际困难与问题，形成项目攻坚的强大合力。

就连“江丰生物”负责人自己也不敢相信，他们公司从项目注册到开

工，只用了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

资金是创业者共同的难题，江丰生物也不例外。

作为一个纯科研的团队，江丰生物所有的家当就是几个专家手里

的技术。可是一到余姚，他们便首先拿到了 500 万元的种子资金，项

目顺利上马。

余姚专门出台《关于建设人才特区打造人才高地的意见》，开出了

打动人心的“最优政策”：对引进高层次领军型人才所创办的企业，视

项目情况给予最高 500 万元的创业扶持资金和最高 500 万元的创业种

子资金支持，并自企业创办之日起三年内，给予最高 500 万元银行贷款

额度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全额贴息补助。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创业创

新团队，可以实行一事一议。即使从整个长三角地区看，这一数字也堪

称大手笔。

同时，余姚对高端人才在户籍办理、医疗服务、子女就学、家属

就业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增强了引进人才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在余姚创业的硬环境吸引人，创业的软环境更打动人。

世界范围内少有的超高温等离子技术及粉末冶金专业的一位留日

博士专家，拥有多项世界级的专利，不久前，他辞掉了日本优厚的待

遇准备来余姚创业。但恰恰在这时，突发心脏病，不得不住院医疗。

得知这一情况，余姚派专人赴日探望，专家热泪盈眶：“没想到你们这

样看重我，余姚是真的求贤若渴！”

人才扎根依靠“构建产业”

尽管“千人计划”产业园建起，引才政策大手笔出台，可余姚并

不饥渴招才，而是设置了“高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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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的引才标准并不是简单的“千人计划”专家或具有同等水平

的创新创业团队，而是从产业角度来选择专家和项目，强调能否助推

余姚经济的转型升级，或者是能否构建一条高质量的产业链。

2012 年，国内唯一手握高纯钛提炼技术的“千人计划”专家吴景

晖第一次来余姚，不过，他只是单纯地来为自己的产品找客户而已。

那时，吴景晖的高纯钛项目已经在无锡物色好了地块，准备签约

投产，生产出来的高纯钛想销售给余姚“千人计划”产业园里的宁波

江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用来生产半导体工业用溅射靶材。

两家公司的谈话是从买与卖开始的，可是半个小时后，连吴景晖

自己也没有想到，对话变成了商量着如何到“千人计划”产业园里落

地，共同构建一条“原料—半导体—芯片”的全产业链条。

“有了产业基础，产品就没了后顾之忧。”吴景晖毅然决定放弃无

锡的地块，几个月后带着项目出现在了余姚“千人计划”产业园，正

式创办宁波创润新材料有限公司。2014 年第一批高纯钛下线，立马送

进了宁波江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实验室，研制新款的半导体。

吴景晖的选择，佐证了余姚“千人计划”产业园引人“门槛”的

长远智慧。

余姚决策者调研发现，专家进来了，能不能长久扎根是门学问。

很多专家出来创业，企业做大后，往往因为当地产业配套不足而不得

不转移阵地，如果一开始就能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不仅可以把人才

留下，而且相关联的人才还能自己“飞”进来。

2012 年 11 月，余姚聘请“千人计划”专家、宁波江丰电子材料

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力军和全国政协海外特邀代表、美国全芯科技有限

公司徐德清为“引才大使”，根据构建自身产业链的需求去吸引新的专

家项目。

余姚还为专家项目专门建“子园区”，引进产业配套，让项目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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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才强县的创新实践

机器人产业是余姚实现“机器换人”、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国家

“千人计划”专家甘中学博士带着他的机器人智能控制器系统落户余姚

“千人计划”产业园。余姚依托甘博士的项目，专门规划建设了“千人

计划”机器人产业集聚园区，着力打造以“机器人、专业机器人系统、

机器人柔性自动化生产线、智能云工厂”为核心的机器人产业链。

目前，机器人产业园已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领衔的装备制

造项目 5 个、总投资 5.45 亿元。

 学者点评

余姚市挂牌成立国内首个“千人计划”产业园，围绕新装备、新材料、

新能源、电子信息、医疗器械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招才引智，无疑是浙

江省创新型团队引才较为成功的尝试。高层次人才引进应与时俱进，要从

过去注重引进领军人才到更加注重引进创新型团队，从过去注重招才引智

到更加注重产业引才聚才，产业转型升级与人才引进集聚的一致性和互补

性，能够充分发挥人才的集聚效应，放大人才引领产业的乘数效应，实现

早出成果、出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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