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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长、各位委员：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１日，根据组织的安排

，我到省人事厅任厅长、党组书记。五年来，在省委、省政

府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和全厅同志的大力支持下

，我在人事人才这个重要的工作岗位上，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下面，我将履职以来的工作情况

作书面汇报，不当之处，恳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帮助。 我到

人事厅工作这五年，正处于世纪之交和跨入新世纪的阶段。

这个阶段是我省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快、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我省全面建

设宽裕小康社会，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基础的关键时

期。这一时期，各级人事部门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

邓小平理论特别是邓小平人才人事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抓住机遇，解放思想，开拓创新，

努力奋斗，按照人事工作“两个调整”的改革思路和总体要

求，紧紧围绕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改革人事管理制度，

开展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全面加强“三支”队伍建设，人

才规模有长足的发展，整体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截止２０

０１年底，我省具有中专以上学历或技术员以上专业技术职

务资格的各类人才４１５万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资格或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高级人才达到１５２万人。人才总

量和高层次人才数量都居全国前列，人才的行业结构和地区

结构也有了较大的改善。五年来，我和全厅同志一道做的主



要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施人才战略，初步构筑我省

跨世纪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框架 二十世纪９０年代后期，随

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和人才争夺大战的冲击，全省上下，从

各级党委、政府到各有关方面，越来越重视人才工作。全社

会对人才是第一资源也基本上形成了共识。为了不失时机，

抓住机遇，创建我省整体性人才开发机制，１９９８年我们

把制定跨世纪人才工程的总体框架和相关政策作为人才资源

开发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通过调查研究，在充分吸纳，反复

修改的基础上，形成了报送省委、省政府的送审稿。省委、

省政府十分重视，主要领导同志亲自主持修改讨论，并作为

“三讲”的一项重要成果，下发了《关于加强人才资源开发

工作的若干意见》苏发［１９９９］１９号。这是指导我省

构筑跨世纪人才工程的一个综合性文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按照省委１９号文件的总体要求，我们又抓紧制定了有

关配套政策，省政府先后下发《江苏省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

人员的若干规定》，《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选拔

和管理办法》，《江苏省人事代理暂行办法》。为吸引更多

的优秀人才来我省工作，我厅还与省教委、省公安厅联合下

发了《江苏省引进优秀人才工作实施办法》。近三年来，在

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由我厅代拟以省委、省政府或两办名义

印发的文件共９件，以厅名义下发的文件１８２件。各地、

各部门也千方百计地培养人才，下大力气留住人才，广开渠

道吸纳人才。对江苏急需的各类优秀人才的引进全部放开；

引进人才来我省创业享有优惠政策；引进人才工资待遇可与

用人单位协商从优确定；引进人才的配偶安置、住房、子女

入学等从优解决。许多突破性政策的出台，在省内外引起了



较大反响，进一步营造了有利于人才培养、引进和充分发挥

作用的政策环境，基本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

好氛围。 二、抓住机遇，突出重点，推动人事人才工作与时

俱进 一实施高层次人才重点工程，带动全省人才高地建设。 

为了增强我省高层次人才竞争能力，构建江苏新世纪人才高

地，我们把高层次人才培养作为重点工程来抓。一是会同省

委组织部组织实施“３３３人才工程”。按照《江苏省跨世

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规划纲

要》的要求，１９９７年初，我们配合省委组织部，共评选

出“３３３人才工程”培养对象３１１６人，其中第一层次

的３３人，第二层次的３０５人，第三层次的２７７８人。

其中，有２名培养对象分别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

院院士，３３名培养对象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１４５名培养对象被评为部省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去年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

建设的意见》苏发［２００１］４号，在原有的“３３３跨

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工程”的基础上，又提出了“３

３３新世纪科学技术带头人培养工程”的任务目标。通过“

３３３人才工程”的实施，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在国际、国内

具有领先水平的高层次骨干人才，有力地促进了我省高层次

人才队伍建设。二是组织实施“江苏六大人才高峰工程”。

２０００年根据季允石省长对构筑人才高地提出的“要注意

突出重点，抓住几个领域，有所突破，形成若干高峰”的要

求，我们通过缜密思考，广泛吸纳各方面的意见，按照优先

产业优先发展、优势领域和产业重点发展、传统和基础产业

兼顾发展的原则，选择教育、医药卫生、电子信息、机械汽



车、建筑、农业六大领域作为重点，构建六大人才高峰。我

们主动会同六大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集中１５０多人，分

成７个调研组，经过３个月的努力，形成了２０多万字的调

研报告及相应的六大人才高峰行动计划。高峰行动计划主要

包括教育行业的高校“青蓝工程”第二期计划，医药行业的

“５２８工程”，卫生行业的“１３５工程”，电子信息行

业的“ＩＴ高层次人才工程”，机械汽车行业的“３１３工

程”，建筑行业的“当代鲁班人才工程”，农业行业的“２

２６兴农工程”。对这六个领域的人才资源开发，实施重点

规划、重点发展、重点投入，逐步形成人才资源开发的优势

地带和强磁场，使人才资源开发与行业的发展相适应。与此

相匹配，还制定了１０项政策，具体包括“拓宽高层次人才

引进的渠道，积极引进国内外智力，实施高层次人才重点培

养工程，扎实推进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加强高层次人

才创业基地建设，率先在六大行业建立高层次人才分配特区

，加快职称改革步伐，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在人才资源开发

中的主体作用，建立人才奖励制度，加大人才资源开发的投

入力度”等。到２００５年我省六大行业人才资源将达到２

３３万人，年均增长为７％以上；高层次人才达到１５７万

人，年均增长为１０％以上。实施“江苏六大人才高峰”行

动计划，是立足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行高层次人才开发

的重要举措，是构建江苏新世纪人才高地的重要内容，也是

我省继“３３３人才工程”之后将人才开发进一步由行业推

进的重要步骤。三是组织实施“百万科技人才素质提升工程

”。应对入世，增强我省国际竞争力，要把基点放在我省人

才队伍的能力建设上。去年，省政府办公厅批转了我厅代拟



的《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提出了实施

“百万科技人才素质提升工程”的基本目标和任务要求，即

在“十五”期间，全省县区开展继续教育的覆盖率达到１０

０％，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覆盖率超过８０％，全

省继续教育对象按照年度规定学时学习或获得学分的达标率

达到６０％以上，全省将有１１８万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按

照规定要求完成继续教育培训任务。 二以载体建设为重点，

为高层次人才实现创业抱负和发挥创新能力提供良好环境。

载体建设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载体的建设是再造江

苏２１世纪人才新优势的重要依托。一是进一步完善博士后

制度。我省现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９１家，设站数占全国流

动站总数的９６％，涵盖５３个一级学科，占已设站一级学

科的６７％；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４２家，设站数占全国

的１０％；２０００年，我们会同省经贸委在有条件的企业

创建博士后技术创新中心，目前已批准３４家。在企业设立

博士后技术创新中心为全国首创，得到国家人事部的充分肯

定。自１９８６年以来，我省累计培养博士后人员１３００

多名。目前，我省博士后年招收规模超过２５０人，全省现

有在站博士后６００多人，成为活跃在我省教育、科研等各

个领域的一支生力军。二是发展壮大留学人员创业园。我省

已建立了江苏、金陵海外学子、苏州、无锡、常州、镇江、

南通、昆山和常熟等９个国家级、省级、市级留学人员创业

园，数量居全国第一，占全国留学人员创业园总数的１／６

。正在筹建的有泰州、张家港、省农科院农业专业等３个留

学人员创业园。在我省的９个留学人员创业园中，共有４０

０多家留学人员企业入驻，涉及软件开发、光电子技术、生



物技术、医疗器械、医药、环保工程、新材料等高新技术领

域。三是以政府奖励为纽带，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专家队伍

。目前，我省拥有各类专家７９３３人。其中，省属各类专

家４３９０人省级和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分别有

１２３４人和９９人，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３０５７人，另

有驻苏部属单位各类专家３５４３人。四是以项目、课题等

为载体，积极引进国外智力。近几年来，针对我省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重点项目、重点课题和技术难题，我省积极引进国

外智力，有计划地组织了一批符合我省经济发展要求，高科

技含量、高附加值的重点项目。仅去年我省就组织引进国外

智力项目４２３项，在ＩＴ、生物、新材料、环保等高新技

术领域引进６９名外国专家；并有１２０位外国专家以各种

形式帮助我省解决７３项技术难题；实施苏北五市引智项目

５１项，引进外国农业专家１０２人，完成１２项农业引智

成果推广工作。 三、不断探索、深化人事制度改革 一完善公

务员制度，努力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按照国家人事部的统

一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我们确立了“统一部署、精

心组织、分步实施”的指导思想，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

地开展公务员过渡工作，全省各级机关工作人员除不符合规

定条件外，都已过渡为国家公务员。在国家公务员制度入轨

运行后，我们又进一步着力于健全法制、建立机制、改进管

理、加强监督。健全法制，就是建立比较系统完备、科学规

范的公务员法规体系。建立机制，就是通过职位分类、考试

录用、考核、培训、交流、回避、辞职辞退、申诉控告等制

度的实施，促进法制化管理机制、竞争监督机制的建立。我

们在全面完善的基础上，突出地把建立竞争激励机制作为工



作重点，促进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１、凡进必考。全省各

级国家机关必须通过考试录用的办法补充工作人员，今年我

们成功地组织了４９００个岗位的招录工作。２、竞争上岗

。竞争上岗比较好地体现了用人上公平和公正的原则，扩大

了识人视野，拓宽了选人渠道，广开进贤之路，２００１年

省级党政机关通过竞争上岗的人员有２３７４人。３、强化

考核。进一步完善平时考核、年度考核制度，对公务员的德

、能、勤、绩严格考核，并将考核的结果与职务升降、工资

增减挂起钩来。为了建立健全考核体系，去年我们在“优秀

”、“称职”、“不称职”的等次基础上增设了“基本称职

”等次，进一步完善考核方法，着力提高考核的质量和效果

。４、岗位轮换。对于在管理人、财、物岗位上工作的人员

，对于从事某一项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同志，进行岗位轮换，

有利于调整队伍结构，提高公务员素质，有利于锻炼培养干

部，发挥个人的才干，增强单位的活力。改进管理，就是研

究解决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

，采用先进的管理手段，制定周密的管理措施。近年来，我

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层次公务员管理的不同要求

进行了探索，进一步完善了公务员分类管理的具体办法。 二

逐步推进事业单位综合配套改革。我省有事业单位５万多个

，有１５０多万人，类型较多，情况复杂。近几年来，我们

按照省政府《关于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

的要求，根据“脱钩、分类、放权、搞活”的思路，逐步推

进事业单位的领导体制、人事管理、工资分配、职称制度、

社会保险等项改革，统筹兼顾，综合配套。一是改革用人制

度，推行聘用制。南京、无锡、南通、盐城、镇江等市事业



单位用人普遍实行了聘用制，职工与用人单位签订聘用合同

，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事业单位职工中形 成了“岗位

靠竞争，收入凭贡献”的竞争意识，逐步形成了一个人员能

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使人

尽其才，才尽其用。二是推进职称制度改革，实行评聘分开

。事业单位按照工作需要和专业技术结构比例的指导或规定

，自主设岗，自主聘任专业技术人员，有的高职低聘，有的

试聘、缓聘，并完善考核制度，加强聘后管理，逐步用岗位

管理代替身份管理。按照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业绩，决定续

聘、解聘、增资、晋级或奖惩。三是实行多元化分配制度。

去年，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省人事厅、省财政厅《关于事业

单位实行多元化分配制度的意见》苏政办发［２００１］１

０７号，对事业单位收入分配提出了９种分配形式，即工资

总额与单位效益挂钩；工资总额与单位贡献挂钩；以岗定薪

；按任务定酬、按业绩定酬；兼职兼薪；高新技术成果作价

入股；职务技术成果按收益比例奖励；事业单位法人代表个

人收入与工作目标和业绩挂钩；补充购买商业保险。目前，

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在１９家省直单位和５个市

、县区先行试点。通过这些年来的工作，我省事业单位改革

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截止２００１年底，已有２５０１８

个单位的７０多万人签订了聘用合同，占人员总数的４７３

％；有１８８３０个单位推行了分配制度改革，占单位总数

的３６％；有１２５６６个单位实行了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分

开，占单位总数的２４％。 三推进企业人事制度改革。我们

积极参与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研究

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现代企业人事制度。同时积极参与培养造



就企业家队伍的工作，建立选拔、任用、测评、考核、储备

、流动等管理制度，１９９９年２月，省政府和国家人事部

共同组建了“中国江苏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市潮，在培训、市

场配置等方面提供方便，为企业家的成长创造条件。同时帮

助和指导企业加强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聘用、培训和

管理工作。发挥人事部门的职能优势，帮助各类企业重点是

国有大中型企业引进急需人才，调剂积压人才，促进管理人

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合理流动，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四人

才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１９９

２年我省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省级人才市场，全省各地人才市

场也相继成立。今年４月，我厅和省信息产业厅、江苏软件

园管委会依托江苏软件园共同组建了全国第一家省级ＩＴ人

才市唱江苏省信息技术人才市常目前，我省已建成各类人才

市场１２１家，初步形成以各级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市场

为主渠道，以“江苏省苏北农村人才市潮及行业人才市场为

补充的人才市场网络体系。人才市场立法、市场管理、市场

服务等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进展，为用人单位和人才提供了

良好的服务。一是举办了各类人才交流活动。截止２００１

年底，全省各级人才交流机构共举办各类人才交流大会９５

００场次，约１８４万家用人单位进场招聘人才，８８４万

人才参加交流，１５７万人通过人才市场实现了就业。大中

专毕业生除少数特殊专业外，全部进入人才市场双向选择。

要人才找市场，要求职进市常南京、苏州等人才市场发育较

好的市，８０％左右的人才流动是通过市场实现的，人才市

场发挥了人才流动的主渠道作用。二是人事代理逐步成为人

才市场的一项重要服务项目。为流动人才保管人事档案、办



理聘用合同鉴证、代办社会保险、职称评审、户粮关系等。

截止２００１年底，全省有５８万家企事业单位实行了人事

代理，代理人数超过５１万人。三是开展人才培训。２００

１年全省各级人才市场共举办岗前、转岗和专业知识培训班

６６６期，有１０多万人参加培训。四是加强人才流动信息

建设。２００１年我省建成人才市场局域网７个，因特网人

才信息站点３２个，入站信息５９２万多条，访问人数１１

４万多人次。省人才市场还多次举办了网上人才招聘活动，

实现了无形市场与有形市场的结合，取得了较好成效。五是

开展人才测评服务。根据用人单位和人才的要求，２００１

年全省共为近３０００名人才提供了包括基本素质、专业知

识、工作业绩、组织管理能力等综合测评服务，为人才使用

提供了参考依据。 四、统筹兼顾、保持人事工作协调发展 一

做好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我省１９９８年有普通高

校、中专校毕业生和毕业研究生１４３万，１９９９年１５

万，２０００年１６７万。在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职能没

有划入省教育厅前，我们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和省委、省政府

的要求，从全局出发，采取分步实施、分类指导的办法，积

极稳妥地推进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在具体工作环节上，尽

量简化手续，改进方法，提高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做好就

业指导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二做好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工

作。从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０年，是实施党中央关于三年军

队裁减员额５０万战略决策的实施之年。我省每年安置军转

干部数量在全国都居于前列。我们始终坚持把军转安置工作

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

保持安置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采取指令性计划分配，把



师团职干部作为重点，加强条块协作，拓宽安置渠道，把军

转安置和开发人才资源紧密结合起来，制定了军转干部自主

择业的实施办法。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１年我省共接收安

置转业干部２１９７０名，其中，师职干部１１０名，团职

干部４５９５名。我们还妥善处理了八十年代安排进企业工

作的转业干部上访问题。 三做好工资福利工作。近几年来，

我们通过调整我省地方性津贴、补贴标准和完成增资项目，

逐步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待遇。１９９７年调整综

合补贴人均月增资６３元，省直单位参照南京市执行“同城

待遇”人均月增资２００元左右；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０年

两次调整职务岗位津贴，人均月增资均超过８０元；１９９

７年以来我省自行出台的增资项目，累计增资人均每月２４

０元左右，其中省直单位人均每月增资４５０元左右。加上

国家统一部署的增资项目及时落实到位，我省机关、事业单

位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