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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2023 年 4 月 11 日

新加坡人才新政及对我国人才引育
的启示

【按】 2021 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显示，新加坡

排名全球第二、亚洲第一，其中人才吸引和人才培养两个指标

均位居全球第二。为进一步提高我国人才竞争力水平，中国科

协创新战略研究院课题组系统梳理了近期新加坡人才引育的新

举措，以期为我国吸引和留住人才提供借鉴。现予编发，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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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

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新加

坡推出系列人才新政以强化全球人才中心地位，其在高端人才

引进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一、一、改革就业准证制度大力引进高端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改革就业准证制度大力引进高端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一是推出顶级专才准证和科技准证。一是推出顶级专才准证和科技准证。2022 年 8 月新加坡推

出 “ 顶级专才准证 ”，申请者需同时满足两个要求：（1）过去

/ 将来一年内已 / 拟获得超 3 万新元月薪；（2）已在海外知名

公司（指市值超过 5 亿美元或年收入超过 2 亿美元的公司）工

作 1 年以上或将在新加坡知名公司工作；但在文体、科技等领

域有突出成就的可不符合月薪标准。2020年11月新加坡推出“科

技准证 ”，申请者应满足以下任意两条要求：（1）过去一年月

薪超 2 万新元；（2）在拥有超 3000 万美元或市值超 5 亿美元

的科技型企业担任 5 年以上领导职务；（3）作为主导人员领导

产品研发 5 年以上，且该产品获得至少 1 亿美元收入或产品每

月活跃使用人数不少于 10万人。“顶级专才准证 ”和 “科技准证 ”

的推出，是新加坡大力吸引海外人才的明确信号。

二是调整原有就业准证申请审批制度。二是调整原有就业准证申请审批制度。包括调高相关就业

准证最低月薪标准，如将 EP 准证（常规就业准证）最低月薪

调高 500 新元；加快准证审批效率，如将雇主刊登招聘广告天

数从 28 天恢复为 14 天，将准证的申请审批时间由 3 周减少为

10 个工作日等；并从 2023 年 9 月 1 日起，在 EP 准证中增加

紧缺技术人才就业准证，以解决新加坡紧缺职业技术人才短缺

问题。

二、积极培养产业所需技能人才和国际化人才二、积极培养产业所需技能人才和国际化人才

一是推出技能创前程职业转换计划，培育产业所需技能人一是推出技能创前程职业转换计划，培育产业所需技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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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才。2022 年 4 月，新加坡实施技能创前程职业转换计划，为中

途转业人员提供 3-12 月短期培训或实习 / 工作机会，帮助中途

转业人员掌握行业相关技能。参与者在课前可通过免费咨询服

务找到合适课程，同时能获得相应政府补贴。该计划是新加坡

技能创前程计划的一部分，目前技能创前程计划覆盖不同年龄

阶层，包括新兴技能系列培训计划等。

二是实施系列国际化人才培养计划。二是实施系列国际化人才培养计划。相继推出或扩展国际

化人才培育计划、亚洲通培育计划、金融人才国际外派计划、

国际化企业领袖培育计划等项目，培养国际化人才。这些系列

人才计划的特点有：重点培养企业人才，包括企业青年人才和

领袖人才；以熟悉了解亚洲区域发展情况为培育重点；政府以

补贴参与人或参与企业差旅费和工资津贴为主要抓手，调动人

才和企业参与积极性。

三、围绕国家发展战略，为更好使用人才搭建平台三、围绕国家发展战略，为更好使用人才搭建平台

一是制定产业转型蓝图一是制定产业转型蓝图 20252025，促进重点领域科技人才发，促进重点领域科技人才发

挥特长。挥特长。“ 产业转型蓝图 2025” 主要规划电子、能源等重点产

业未来 5 年发展新道路，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同时推动产业

人力资源发展。2022 年 4 月，新加坡发布 “ 海运产业转型蓝图

2025”，计划投入至少 3 亿美元支持海运产业脱碳发展，包括建

立全球海上脱碳研发中心等。

二是加强科技研发投入，打造全球科技创新枢纽。二是加强科技研发投入，打造全球科技创新枢纽。2020 年

12 月，新加坡政府发布第七个科技发展五年计划 ——“ 研究、

创新和企业 2025”，计划在未来的 5 年内投入 249.5 亿新元以加

强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打造全球科技创新枢纽。在基础

研究方面资金投入大幅增加，由 28 亿新元增长为 73 亿新元。

在人力资源投入方面也有所增长，由19亿新元增长为22亿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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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研究人员在其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发展，以满足不断变化

的发展需求并促进人才流动，解决科技人才的后顾之忧。

四、我国人才引育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四、我国人才引育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人才引进精准度不高，引才政策系统性不足。一是人才引进精准度不高，引才政策系统性不足。近年来，

我国引进了不少优秀人才，但战略科学家、顶尖科技人才仍旧

凤毛麟角，同时引进人才与产业发展匹配性不高，人才引进项

目以专家评价为主，未能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企业作用，项目

成效有待进一步评估。同时引才方式单一、渠道较窄，以吸引

留学人才归国为主，签证等移民政策未能较好发挥引才作用，

来华留学生整体规模小、层次低，外籍人才来华求职、就业、

创业和生活缺乏系统的规划和相对完善的保障，人才就医难等

关键小事尚未较好解决。

二是人才吸引力整体仍较低，人才国际化程度不高。二是人才吸引力整体仍较低，人才国际化程度不高。2021

年我国首次进入《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前 40 名，位列全

球第 37 位，然而 “ 吸引人才 ” 和 “ 保留人才 ” 两项指标明显存

在明显不足，仅位列全球第 78 和 70 位。作为国内科创枢纽城

市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外籍科技人才占比远低于纽约、

多伦多等其他世界知名大都市，以深圳为例，2019 年其常住外

籍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 0.2%，远远低于硅谷（占 67%）、纽

约（占 36%）和新加坡（占 33%）。此外我国国际化人才培养

机制不健全，人才整体国际化视野、国际化理念程度还不高，

国际化人才培养主要依靠政府和高校的力量，企业作用有待进

一步发挥。

三是高层次人才培育数量少，顶尖人才储备不足。三是高层次人才培育数量少，顶尖人才储备不足。2019 年

我国 712.9 万 R&D 人员中，拥有博士学历的仅 60.7 万人，占

比较小。我国每百万人口中拥有博士学位人数 44 人，相比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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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人）、德国（336 人）、日本（120 人）差距明显。世界

银行 2022 年 6 月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百万人口拥有 R&D 研

究人员 1585 人，远低于韩国的 8714 人、瑞典的 7930 人、新加

坡的 7287 人和新西兰 5854 人，在有统计的 140 个国家和地区

中位列第 51位。科睿唯安发布的 2021年度 “高被引科学家 ”中，

我国内地共 935 人次入选者，人数排名世界第二，但与排名第

一的美国（2622 人次）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截止 2022 年，我

国本土诺贝尔科技奖项（物理学、化学、生理学与医学三大奖）

获奖者仅有屠呦呦一人，菲尔兹奖、图灵奖还未有本土获奖者，

与欧美差距巨大。

五、五、完善我国人才引育政策建立人才国际竞争比较优势完善我国人才引育政策建立人才国际竞争比较优势

一是进一步优化外国高端人才签证等配套政策，加大高层一是进一步优化外国高端人才签证等配套政策，加大高层

次人才精准引进力度。次人才精准引进力度。按水平层次对符合人才签证（即R字签证）

的外国高端人才进行分类，如一类人才（诺奖获得者等国际顶

尖人才）、二类人才（各国国立研究所负责人等国际知名人才）、

三类人才（40 岁以下青年高端人才）、四类人才（除前三类外

的高端人才），并相应优化四类人才标准，同时分类予以更优

更灵活的优惠措施，如一类人才直接给予 10 年有效期签证等。

修改完善人才签证中积分制相关标准，如删除或放宽年龄限制，

提高年薪标准且以来华前的年薪为衡量标准，新增企业符合创

新或国际化评估标准积分要素。积极提升外国高端人才来华工

作便利化程度，如一类和二类人才可免办工作许可；工作许可

实现全流程网上办理；允许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同时办理；试

行粤港澳大湾区外国高端人才互认等。

二是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二是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实施国际化青年

人才培育计划，联合在海外拓展业务的国内企业，安排国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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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或者毕业三年内的年轻人到海外公司实习或工作，培育一批

具有国际视野和熟悉海外市场运作的青年人才。启动国际化企

业领袖培育计划，为有意拓展海外业务的企业提供企业国际化

相应理论指导和应用指导，协助参与人前往海外进行学习交流，

建立企业出海联络网，助力培养新生代国际化企业领导人。定

期组织国际化人才交流会议，总结交流企业国际化人才培育相

关经验做法或海外实习 / 工作经验教训，帮助更多人才更好走

出国门实习或工作，更好培育国际化人才。

三是探索试行人才引进工作市场评价。三是探索试行人才引进工作市场评价。借鉴新加坡“顶级

专才准证”和“科技准证”制度，支持北京、上海、广东三地

探索试行以来华前“固定月薪 + 知名企业工作年限 / 职务”为

标准的引才举措，以清晰的市场引才标准充分调动国内企业引

才积极性。

四是以四是以 ““ 成果导向成果导向 ”” 优化重大人才工程实施。优化重大人才工程实施。对重大人才

工程项目进行技术查新，以明确人才项目是否如申报书所言具

有原创性，从源头保障入选人才项目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的创

新性。中央和地方合力开展重大人才工程项目，入选地方重大

人才项目 3 年后且在此期间作出良好成效的方可申报中央重大

人才项目，同时落实地方人才项目和引才政策备案审核制。各

地定期进行人才项目第三方绩效评估，并将评估结果报中央，

以及时总结成效经验、发现解决问题，更好推动人才项目出成果。

五是促进人才吸引培养和产业发展相融合。五是促进人才吸引培养和产业发展相融合。借鉴新加坡产

业转型蓝图和技能创前程计划，围绕重点产业绘制行业“高精

尖缺”人才地图，结合重点产业技术路线图绘制并重点引育从

事产业技术路线图中核心关键技术的人才或引进人才地图上的

“高精尖缺”人才；围绕产业技术路线图强化对新兴产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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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研制统一的培训课程、结业标

准、补贴要求和奖励政策等，打造覆盖不同年龄、阶层的产业

技能人才职业培训体系，建立课前免费咨询、课中培训、课后

岗位资源推送等一体化服务平台，为重点产业发展输送紧缺技

能人才。

（作者：陈敏 1 刘敏 1 黄敏聪 1 付震宇 2 黄园淅 2；责任

编辑：黄诗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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