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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此成果为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自研课题，在京津冀协同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周年之际，本研究聚焦人才领域，系统梳

理了京津冀十年来人才一体化发展现状、亮点举措，发现京津冀

人才规模不断扩大，人才质量不断提升，人才结构不断优化，人

才效能不断增强，但是在一体化发展观念、区域人才资源配置、

区域产业协同水平、区域人才流动等方面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空间。

基于此，本研究重点围绕顶层设计、人才竞争力、产业结构布局、

统一人才市场、一体服务体系五个方面，针对性提出对策建议，

为三地进一步推动人才一体化建设提供决策参考，以人才一体化

赋能京津冀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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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和目的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

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明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24年，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

制，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

发展动力源作用。京津冀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重

要战略地位，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

新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人才一体化发展是实现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目标的智力支撑和重要保障。

京津冀人才一体化既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域

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服务国家战略角度看，区域协同发展是区域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分工协作、实现共同发展的过程，人才

作为战略性资源，其优化配置和一体化程度直接影响区域协同发

展水平。京津冀人才一体化不仅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的关

键手段，也是衡量协同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准。从三地发展需求角

度看，京津冀三地各具比较优势，但也面临着不同挑战：北京在

教育、科技和人才方面具有突出优势，但资源和环境承载力面临

上限；天津拥有较强的产业支撑能力，但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过

程中亟需更多创新型和技能型人才；河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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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优势，但人才供给不足。深化人才一体化，推动区域内人才

的有序流动、合理分配和高效共享，能够帮助三地实现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周年之际，本研究聚焦

人才领域，梳理分析京津冀十年来人才一体化发展现状、亮点举

措，总结提炼特色化、差异化模式，剖析三地人才一体化发展中

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有针对性提出对策建议，为三地进一步推动

人才一体化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二）区域人才一体化概念界定

根据《汉语词典》，“一体化”指使各自独立运作的个体组成

一个紧密衔接、相互配合的整体的过程或行为。一体化在不同的

场景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和应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

各个领域，其中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人才一体化最为相关。“区域

经济一体化”是区域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达成经济合

作的某种承诺或组建一定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谋求区域内商品、

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实现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

经济政策统一的过程。由此可见，一体化是相互独立的个体，基

于各自的目标，通过利益和责任关系的重新规制，打破独立个体

间原有的壁垒，促进要素在多个主体间自由流动，实现资源更加

合理配置与利用，最终达成多主体互利共赢的局面。

从一体化概念出发，本研究将区域人才一体化定义为：区域

内各主体在资源共享、政策制定、人才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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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协作，打破区域、制度和行业的壁垒，促进区域内人才资源的

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构建开放和共享的人才交流体系，实现人

才价值和效能的最大化，从而推动区域内各主体共同的高质量发

展。其中，人才流动指人才在岗位、职业、产业、地区或国家之

间主动迁移，体现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要求，调节了区域间的人才供需平衡，提升

了人才资源使用效率。

二、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合作基础与发展历程

（一）合作基础

一是历史发展方面，北京、天津、河北自元以来同属京畿重

地，地缘相接、文化背景相近、人际活动紧密，经济社会往来频

繁，奠定了区域合作的历史根基。二是行政区划方面，北京、天

津与河北省紧密接壤，北京省市界长达 1186.44 公里，其中

94.13%界线与河北接壤；天津陆地省市界长 1137.38公里，其中

93.88%与河北接壤；河北廊坊下辖的三河、大厂、香河三县在北

京和天津之间形成“飞地”，这种特殊的行政区划格局为区域合作

提供了地理基础优势。三是城市格局方面，京津冀区域城市布局

紧凑，北京和天津作为区域发展的两大引擎仅相距约 130公里，

河北省重要城市如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等与京津构成密集

的城市群，有助于区域内人才、资本等要素快速频繁流动。四是

交通网络方面，京津冀地区已基本形成多节点、网格状、全覆盖

的综合交通网络，京津雄 0.5到 1小时通勤圈、京津冀主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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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到 1.5小时交通圈加速形成，为区域内人才流动和人才共享提

供了先决条件。五是区位因素方面，京津冀地区具有对外联系的

良好区位条件，位于华北平原北部，携揽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

地处环渤海地区核心位置，与北方腹地紧密相连，战略位置重要，

是国内南下北上、东出西联的重要通道。同时，区域内有天津港、

秦皇岛港、唐山港和黄骅港四大港口，形成发达的港口经济基础，

叠加机场群枢纽优势，为吸引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创造了有利条

件。

（二）发展历程

京津冀区域合作历史悠久。早在西汉，京津冀环渤海地区便

同属幽州刺史部，初步具备了统一的管理结构；隋朝设立的河北

诸郡已显现京津冀地区轮廓；元明清时期，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

心，河北作为京畿腹地由中央直隶，天津于清咸丰十年（1860

年）开埠，发展成为中国近代重要的对外开放口岸。此后，京津

冀地区功能分工逐渐形成，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对周边

地区发展起到显著推动作用；天津作为重要对外贸易口岸，承担

门户和引领作用；河北作为京津腹地，提供资源供给和生态支撑。

新中国成立后，京津冀行政区划历经多次调整，逐步形成今天的

格局。

真正意义上的京津冀人才协同，始于 20世纪 80年代，大致

经历四个发展阶段：萌芽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03 年）、

起步阶段（2004年至 2010年）、提升阶段（2011年至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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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速阶段（2014年至今）。

萌芽阶段（20世纪 80年代至 2003年）

京津冀三地政府合作最早可追溯到 1981年，在国务院发布

的《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政策推动下，华北地区经济

技术协作会（京津冀晋蒙）成立，成为首个区域协作组织，旨在

推动经济、技术合作与物资共享。同年，原国家计委牵头制定《京

津唐地区国土规划》，尽管未正式出台，但系统评估了区域国土

资源现状，初步探索了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可能。随后，人才流

动逐渐成为推动京津冀区域合作的重要动力。据统计1，1985年

至 1989年，河北与北京、天津签订了 6000余项经济联合项目，

引进 16000余名人才，区域合作成效初显。进入 20世纪 90年代，

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河北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人才短缺问题日益

凸显，河北通过聘请“京津师傅”“星期日工程师”等方式，解决企

业在人才和技术方面的瓶颈问题，促进了人才的流动。

这一阶段，京津冀区域合作以经济一体化为导向，人才合作

主要由局部地区和单位自发开展，规模较小、形式简单，尚未形

成长期性、系统性合作机制。

起步阶段（2004年至 2010年）

随着京津冀合作需求增加，加强区域合作成为三地政府共识。

2004 年，国家发改委在廊坊召开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

会，形成了“廊坊共识”，正式确立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思路，

1 数据来源：根据《大都市经济区内政府间竞争与合作研究》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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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三地人才交流与合作。此后，三地签署《京津冀人才开发

一体化合作协议书》等文件，建立了人才开发一体化联席会议制

度，为推动区域人才深入合作提供了制度支持。

这一阶段，在政策推动与各方资源整合的背景下，三地人才

发展机制和协同机制初步建立，在人才交流、人事代理等领域签

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区域内人才交流合作显著增强。

提升阶段（2011年至 2013年）

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首都经济圈”

概念，进一步加快了京津冀人才一体化进程。同年，京津冀三地

签署《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框架协议书》，启动区域人才合作推

进工程，人才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宽。2013 年，京津冀区域合作

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

发展协调机制”，为破解京津冀跨区域合作中的制度性难题提供

了政策保障。

这一阶段，以国家重大政策为契机，三地合作从最初的单一

领域逐步拓展至多层次、多领域，并在政策设计、资源共享等方

面建立更加系统化的合作框架，京津冀人才一体化逐步深入。

加速阶段（2014年至今）

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区域人才

一体化进程进入快车道。2015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

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为区域合作指明方向。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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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京津冀三地党委组织部门成立了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部际

协调小组，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健全完善区域人才合作机制

方面迈出重要一步。2017 年，京津冀三地联合发布《京津冀人

才一体化发展规划（2017—2030 年）》，这是我国首个跨区域

的人才规划，也是首个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人才专项规划。202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时，明确了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的新目标新要求，使得京津冀人才一

体化发展的使命任务更加重大。

未来，三地人才合作将不断向纵深推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智力支持。

三、京津冀人才资源现状

（一）人才规模

1.人才总量

京津冀地区人才总量大、增长快，人才集聚效应明显，人才

密度稳步提升。2015年底，三地拥有的人才总量为 1298.3万人，

占全国人才总量的 7.4%；2020年底，三地拥有的人才总量增至

2457.3 万人，同比 2015 年增长 89.3%，年均增长 13.6%（见表

3-1）。2015年至 2020年，京津冀地区常住就业人口呈下降趋势，

人才总量实现逆势增长，人才密度从 22.3%增长至 44.8%，人才

红利逐步取代人口红利成为推动区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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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京津冀三地人才资源总量情况

（a）2015年

北京 天津 河北 京津冀

常住就业人口（万人） 1164 718 3927 5809

人才总量（万人） 489.6 221.6 587.1 1298.3

（b）2020年

北京 天津 河北 京津冀

常住就业人口（万人） 1164 647 3671 5482

人才总量（万人） 781.3 345 1331 2457.3
数据来源:根据三地统计年鉴、《中国人才资源统计报告 2015》《北京地区人才资源

统计报告（2020）》《河北人才发展报告（2022）》《今晚报》（2016.3.16）整理所

得

2.人才队伍

京津冀地区不断加大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培养力度，技能人才

与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2022年，三地技能人才总量达 1678

万人，占全国技能人才总量的 9%左右；其中高技能人才为 523

万人，与 2015年相比实现翻倍。以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

员全时当量计算，三地科技人才由 2015 年的 48 万人年增长至

2022年的 64万人年，涨幅达 33.3%（见表 3-2）。

表 3-2 京津冀三地高技能人才、科技人才情况

（a）2015年

北京 天津 河北 京津冀

高技能人才（万人） 92 49 108 249

科技人才（万人年） 25 12 1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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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22年

北京 天津 河北 京津冀

高技能人才（万人） 115 84 324 523

科技人才（万人年） 37 10 16 64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三地人社部门公开数据整理所得

（二）人才质量

1.受教育程度

京津冀地区就业人员总体受教育水平明显提升，但三地受教

育程度构成存在较大差距。2014至 2022年，北京、天津、河北

三地就业人员受高等教育（大学专科及以上）比例分别提升 9、

14、8个百分点，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4至 2022年，北

京就业人口受高等教育比例均超过 50%，始终高于上海等地，

2022年高达 65.3%，优势稳固；天津由 34.2%提升至接近 50%，

涨势明显；河北占比由 13.4%增长至 21.4%，虽有所增长但与京

津地区有较大差距（见表 3-3）。

表 3-3 京津冀等地区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

（a）2014年

地区 中等教育及以下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 高等教育合计

全国 83.9 9.3 6.2 0.6 16.1

北京 44.1 18.5 29.5 7.9 55.9

天津 65.9 18.3 14.5 1.4 34.1

河北 86.7 7.9 5.3 0.2 13.3

上海 57.2 19.6 20.8 2.5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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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81.7 11.2 6.5 0.6 18.3

浙江 78.5 11.8 9.2 0.5 21.5

（b）2022年

地区 中等教育及以下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 高等教育合计

全国 75.9 11.7 11.1 1.3 24.1

北京 34.6 18.4 35.3 11.6 65.4

天津 51.8 17.5 26.6 4.1 48.2

河北 78.5 11.9 8.9 0.6 21.5

上海 46.3 17.6 28.7 7.4 53.7

江苏 71.7 13.7 13.2 1.4 28.3

浙江 72.7 13.4 12.6 1.2 27.3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2.高层次人才

京津冀地区高层次人才数量领先全国，但三地内部差距明显。

根据科睿唯安发布的 2023年度“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京津

冀地区入选者共 517人，占中国入选者比重超过三成。据统计2，

京津冀三地院士人才比例为 88.5：7.6：3.9，北京断层式领先。

2023年，京津冀地区新增两院院士 58人，增选人数占比超过全

国新增总量的四成，但天津与河北仅贡献三地增选人数的 3.4%

（见表 3-4）。

2 数据来源：《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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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京津冀地区高层次人才情况（2023）
“高被引科学家”入选者 新增两院院士

2023年 占全国比重 2023年 占全国比重

北京 471 33.1% 56 42.1%
天津 44 3.1% 0 0.0%
河北 2 0.1% 2 1.5%
京津冀 517 36.3% 58 43.6%
全国

（含港澳台）
1424 100.0% 133 100.0%

数据来源:本研究整理

3.国际化人才

京津冀三地国际化人才集聚程度差异大，区域总体水平与欧

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差距且有下降趋势。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

数据，截至 2020年，京津冀三地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登记数

为 7.8 万人，占常住人口比例仅为 0.07%（见表 3-5），与世界

水平存在差异，根据各国移民官方数据，仅 2018-2022五年间，

美国总计发放“绿卡”37.6 万张、德国 36.1 万张。三地外籍人

员中，北京地区占比 80.1%，天津和河北的国际化人才总量发展

空间明显。同时，三地国际化人才数量有下降趋势，以持有外国

人来华工作许可的在京外籍人才为例，2019 年全市持有效工作

许可的外籍人才总量达到峰值，2020年开始逐年下降，到 2023

年 6月底减少约 30%。2020年，京津冀三地高等教育外国留学

生在校人数为 5.3万人，与 2015年相比增长 5.6%，占全国总量

的 19.2%；其中，北京留学生数量占区域总量的 76.3%，天津和

河北的留学生总数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见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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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京津冀三地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数（人）

地 区 合计 总人口数 占总人口比例

全 国 1430695 1409778724 0.10%

北 京 62812 21893095 0.29%

天 津 9167 13866009 0.07%

河 北 6434 74610235 0.01%

京津冀 78413 110369339 0.07%
数据来源：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表 3-6 京津冀三地高等教育外国留学生在校生人数（人）

年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京津冀

2015 39459 7231 3205 49895

2020 40195 9299 3208 52702

增幅 1.9% 28.6% 0.1% 5.6%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三）人才结构

2022年，京津冀三地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区域总增

加值比例为 4.8%、29.6%和 65.6%，与之对应的从业人员占比分

别为 16.5%、28.5%、55.0%，人力资源分布对三次产业起到了较

好的支撑作用，但才业匹配尚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为进一步分

析京津冀产业与人才适配度，本研究选取产业人才结构偏离度进

行测度3，其计算公式如下：

产业人才结构偏离度=（产业产值构成比/产业从业人员构成比）-1

3
梁涛、 刘会贞、 李乃文：《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匹配度实证分析——以辽宁省为例》，《工业技术经济》2011

年第 12 期，第 80～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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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区三次产业的人才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进行加总，可得

产业人才结构总偏离度：

产业人才结构总偏离度 = |第一产业偏离度| + |第二产业偏离度| + |第三产业偏离度|

产业人才结构偏离度的解读包括三方面。从大小来看，其数

值越接近零，则人才与产业结构的适配程度越高。从正负来看，

其数值为正，说明产业产值构成比大于从业人员构成比，产业人

才存在缺口；其数值为负，说明产业人才过剩。从趋势来看，其

数值动态变化趋向于零，反映人才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得到改善；

其数值动态变化远离零，反映人才与产业结构匹配度变差。

从总偏离度看，2014-2022年，北京的产业人才结构总偏离

度为 0.896-0.944，天津为 0.957-0.777，河北为 1.261-0.909，京

津冀为 1.217-0.940，京津冀产业人才结构总偏离度呈下降趋势，

区域人才与产业匹配度实现优化（见图 3-1）。京津冀三地三次

产业人才结构偏离度具体情况及变化趋势见图 3-2至图 3-4、表

3-7至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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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京津冀总偏离度变化

数据来源：本研究整理

图 3-2 京津冀三地第一产业偏离度变化

数据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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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京津冀三地第二产业偏离度变化

数据来源：本研究整理

图 3-4 京津冀三地第三产业偏离度变化

数据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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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2014-2022年北京市产业人才结构偏离度变化

北京 各产业偏离度 各产业对偏离度的贡献

年份 总偏离度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2014 0.896 -0.829 -0.018 0.049 92.5% 2.0% 5.5%
2015 0.957 -0.847 -0.056 0.054 88.5% 5.8% 5.7%
2016 0.976 -0.863 -0.060 0.053 88.4% 6.1% 5.4%
2017 0.989 -0.874 -0.064 0.051 88.4% 6.5% 5.1%
2018 1.005 -0.881 -0.073 0.051 87.7% 7.3% 5.0%
2019 1.033 -0.878 -0.103 0.052 85.0% 9.9% 5.1%
2020 0.952 -0.875 -0.042 0.035 91.9% 4.4% 3.6%
2021 0.973 -0.884 0.080 0.009 90.8% 8.2% 0.9%
2022 0.944 -0.879 -0.034 0.031 93.2% 3.6% 3.3%

数据来源：据 2015-2023年《北京统计年鉴》计算

表 3-8 2014-2022年天津市产业人才结构偏离度变化

天津 各产业偏离度 各产业对偏离度的贡献

年份 总偏离度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2014 0.957 -0.809 0.112 0.036 84.5% 11.7% 3.8%
2015 0.960 -0.798 0.157 0.005 83.1% 16.4% 0.5%
2016 0.947 -0.797 0.123 0.027 84.2% 12.9% 2.9%
2017 0.960 -0.807 0.129 0.024 84.0% 13.5% 2.5%
2018 0.957 -0.804 0.136 0.017 84.0% 14.2% 1.8%
2019 0.963 -0.798 0.160 0.006 82.8% 16.6% 0.6%
2020 0.809 -0.730 0.027 0.052 90.2% 3.3% 6.5%
2021 0.766 -0.680 0.059 0.027 88.9% 7.6% 3.5%
2022 0.777 -0.685 0.074 0.018 88.1% 9.6% 2.3%

数据来源：据 2015-2023年《天津统计年鉴》计算

表 3-9 2014-2022年河北省产业人才结构偏离度变化

河北 各产业偏离度 各产业对偏离度的贡献

年份 总偏离度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2014 1.261 -0.627 0.331 0.304 49.7% 26.2% 24.1%
2015 1.274 -0.643 0.288 0.343 50.5% 22.6% 26.9%
2016 1.228 -0.647 0.355 0.226 52.7% 28.9% 18.4%
2017 1.208 -0.643 0.422 0.143 53.2% 34.9% 11.9%
2018 1.149 -0.609 0.470 0.070 53.0% 40.9% 6.1%
2019 1.127 -0.603 0.457 0.068 53.5% 40.5% 6.0%
2020 0.824 -0.515 0.199 0.111 62.4% 24.2% 13.4%
2021 0.857 -0.532 0.262 0.063 62.1% 30.5% 7.4%
2022 0.909 -0.546 0.285 0.078 60.0% 31.4% 8.6%

数据来源：据 2015-2023年《河北统计年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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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次产业的偏离度看，第一产业方面，2014-2022年，京

津冀三地的偏离度均为负值，反映出三地第一产业人才供过于求，

其中北京第一产业偏离度较为稳定，天津与河北第一产业偏离度

绝对值呈下降趋势，京津冀第一产业的产才协调度逐年改善。第

二产业方面，2014-2022年，北京偏离度基本为负值且接近零，

天津偏离度为正值且接近零，京津两地第二产业人才供需情况动

态变化而基本实现供需平衡，河北偏离度呈向好趋势，但明显高

于京津两地，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人才短缺。第三产业方面，

2014-2022年，京津冀三地的偏离度均为正值，反映出三地第三

产业人才存在一定缺口，其中北京与天津第三产业偏离度接近零，

说明京津地区第三产业人才基本实现供需平衡，河北第三产业偏

离度高于京津，但呈明显下降趋势，与京津差距不断缩小。

通过对三次产业的偏离度分析可见，京津冀地区产业与人才

适配度在逐步优化，人才一体化取得初步成效，但依旧存在一定

程度的结构失衡问题，尤其是河北与京津地区存在发展差距，需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的匹配程度。

（四）人才效能

京津冀三地成果数量多、增长快，科研创新活动产出效率显

著提高，人才引领创新作用进一步彰显。2022 年京津冀地区专

利申请数为 52.8 万件，占全国比重超 1/10，相比 2014 年增长

128.6%；专利授权数为 39.0万件，占全国总数的 9.3%，相比 2014

年增长 222.3%；技术市场成交额 10602.2亿元，占全国总额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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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 2014年增长 198.2%。2022年京津冀地区每万 R&D人员专

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分别为 8324和 6131件，分别比 2014年增长

65.4%和 132.9%，增速高于全国（见表 3-10）。

表 3-10 京津冀三地人才效能相关指标数据

（a）2014年

项目 北京 天津 河北 京津冀 全国

专利申请数（万件） 13.8 6.3 3.0 23.1 221.1
专利授权数（万件） 7.5 2.6 2.0 12.1 120.9
技术市场成交额

（亿元）
3137.2 388.6 29.2 3555.0 8577.2

每万人（R&D人员）

专利申请数（件）
5628 5596 2972 5037 5958

每万人（R&D人员）

专利授权数（件）
3043 2325 1994 2635 3259

（b）2022年

项目 北京 天津 河北 京津冀 全国

专利申请数（万件） 30.7 8.4 13.7 52.8 518.6
专利授权数（万件） 20.3 7.2 11.5 39.0 420.1
技术市场成交额

（亿元）
7947.5 1650.9 1003.8 10602.2 47791.0

每万人（R&D人员）

专利申请数（件）
8230 8148 8659 8324 8163

每万人（R&D人员）

专利授权数（件）
5431 6913 7266 6131 6612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19

四、京津冀人才一体化举措及成效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

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十年来，京津冀三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和工作要求，以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先手棋”牵引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整盘棋”，多措并举携手推进京津冀人才一体化，为区域

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

（一）人才一体化发展顶层设计逐步完善

一是锚定人才一体化发展方向。《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将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大

城市病”作为首要任务，其中，推进三地产业升级和公共服务共

建共享，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等战略任务，必然要求实现京津冀

人才一体化发展。京津冀三地深刻领会《规划纲要》的要求和部

署，认识到人才工作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导，需要率先主动作

为，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经过大量调研、反复论证，三地联合

推出《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2017-2030年）》，明确提

出以人才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及政策联合创新为主线，以京

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重大任务、重点工程为抓手，打造京津冀协

同发展新引擎，通过“5大任务”破解“4个不适应”问题，通

过“13项重点工程”强化人才一体化发展基础，通过“3项机制”

保障规划落地落实，为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工作描绘蓝图、明确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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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建立健全人才一体化工作运行机制。强化三地组织部门

牵头抓总作用，成立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部际协调小组，建立

由三地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任组长，宣传、发展改革、教育、

科技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领导机制，畅通人才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沟通机制。三地联合成立京津冀人才协会联盟，作为部际协调小

组的有机补充，由 12家人才协会组成，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灵

活性、专业性和社会性特点，通过整合成员资源，组织开展各类

学术、科研、技术等交流活动，促进联盟成员优势互补、互利合

作、协同创新，有效促进人才一体化发展。

三是强化人才一体化发展政策协同。三地在人才引进、人才

服务、人才管理等方面联合发布一系列政策文件，如《京津冀社

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协同发展框架协议》《京津冀公共人才服务

协同发展合作协议》等，深化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努力构建区

域一体化政策体系。此外，三地围绕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

签订一系列协议文件，推动人才交流与合作。以教育为例，“十

三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系统签订各类协议 168个，为教育

领域人才挂职交流、互访互学等活动搭建平台，加速推动教育领

域人才一体化。

（二）产业和人才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一是以产业布局引导人才布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升

级转移规划》《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实施方案》等文件的指导下，

三地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不断加强产业分工协作，带动人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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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北京从“大而全”转向“高精尖”，大力发展信息技术、

医药健康、集成电路等高端产业，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布局人才链，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成立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等 9家新型研

发机构，着力破解“卡脖子”难题成立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

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等，同时优化人才政策，通过设置特聘岗

位、建立引才“绿色通道”等方式加强产业人才引育留用，实现

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高效匹配。天津以“引得来”巩固“发展好”，

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致力于打造智能科技人才高地，

一方面加强学科建设，支持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高等院校设置

人工智能等学科方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优化人才培养方

案；另一方面优化人才服务体系，通过资金和政策支持集聚优秀

人才，完善人才“绿卡”制度，为高层次人才出入境、落户、子

女教育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河北用“接得住”实现“升级跳”，

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引导高校瞄准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点，开

展首批现代产业学院认定工作，河北工业大学智能汽车产业学院

等 40个项目入选；部署开展人才助力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重点实施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人才素质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人

才引进、现代农业人才振兴和产业人才平台建设 4项专项计划，

为河北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二是以产业协同创新平台集聚培养人才。京津冀产业协同创

新平台旨在通过整合区域创新资源，推动三地产业、科技、人才

有效对接，实现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持续推进以

https://www.baidu.com/s?sa=re_dqa_generate&wd=%E5%8C%97%E4%BA%AC%E9%87%8F%E5%AD%90%E4%BF%A1%E6%81%AF%E7%A7%91%E5%AD%A6%E7%A0%94%E7%A9%B6%E9%99%A2&rsv_pq=9d98b2b000188f76&oq=%E5%8C%97%E4%BA%AC9%E5%AE%B6%E6%96%B0%E5%9E%8B%E7%A0%94%E5%8F%91%E6%9C%BA%E6%9E%84&rsv_t=4db83iKhGeEIJpVkSAsF5Fwj7aUb/THhbq1SL5E0qIG42Lc5kFCbcN0P6VNmAOtKnk2w&tn=baiduhome_pg&ie=utf-8
https://www.baidu.com/s?sa=re_dqa_generate&wd=%E6%B2%B3%E5%8C%97%E5%B7%A5%E4%B8%9A%E5%A4%A7%E5%AD%A6&rsv_pq=a1a62e24000a40e8&oq=%E6%B2%B3%E5%8C%97%E7%9C%81%E9%A6%96%E6%89%B9%E7%8E%B0%E4%BB%A3%E4%BA%A7%E4%B8%9A%E5%AD%A6%E9%99%A2&rsv_t=e6a70FD4WCq8OeqNtTjJkBuhGW4PT5O1p0XvMSqEgPM3l6AF+BzTK+bK0X9W3wE0D2a4&tn=baiduhome_pg&ie=utf-8
https://www.baidu.com/s?sa=re_dqa_generate&wd=%E6%99%BA%E8%83%BD%E6%B1%BD%E8%BD%A6%E4%BA%A7%E4%B8%9A%E5%AD%A6%E9%99%A2&rsv_pq=a1a62e24000a40e8&oq=%E6%B2%B3%E5%8C%97%E7%9C%81%E9%A6%96%E6%89%B9%E7%8E%B0%E4%BB%A3%E4%BA%A7%E4%B8%9A%E5%AD%A6%E9%99%A2&rsv_t=e6a70FD4WCq8OeqNtTjJkBuhGW4PT5O1p0XvMSqEgPM3l6AF+BzTK+bK0X9W3wE0D2a4&tn=baiduhome_pg&ie=utf-8
https://www.baidu.com/s?sa=re_dqa_generate&wd=%E6%99%BA%E8%83%BD%E6%B1%BD%E8%BD%A6%E4%BA%A7%E4%B8%9A%E5%AD%A6%E9%99%A2&rsv_pq=a1a62e24000a40e8&oq=%E6%B2%B3%E5%8C%97%E7%9C%81%E9%A6%96%E6%89%B9%E7%8E%B0%E4%BB%A3%E4%BA%A7%E4%B8%9A%E5%AD%A6%E9%99%A2&rsv_t=e6a70FD4WCq8OeqNtTjJkBuhGW4PT5O1p0XvMSqEgPM3l6AF+BzTK+bK0X9W3wE0D2a4&tn=baiduhome_pg&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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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创新园区为龙头的园区链建设，聚焦基础研究、关键核心

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吸引集聚产业配套人才。比如，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构建了智能科技、生命大健康、新能

源新材料、科技服务业“3+1”产业体系，截至 2023年底，园区

累计注册企业近 5000家，其中北京来津企业 1079家，成为京津

两地构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重要抓手。再如，河北石家庄

-中关村集成电路产业基地、河北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等，搭建

了一整套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打造了一站式政务服

务综合平台，吸引高新技术企业和高层次人才入驻，成为河北打

造类中关村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代表。推动建设国家首个综合类

技术创新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区域内多点布局，

设立天津、通州、燕郊等分中心，构建技术研发、产业培育、人

才培养“三位一体”全球化协同创新体系，累计承接实施项目

241项，培育硬科技企业 118家，培养研究生约 400人，初步成

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颠覆性技术策源中心、高精尖产业培育中心、

创新型人才培养中心。此外，三地上线首份区域创新地图“京津

冀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地图”，包含 337个平台和载体，吸引创新

主体来京津冀进行技术研发和转化。

（三）重点工程推动落实取得阶段性进展

一是依托重点工程加大区域人才引进培养力度。实施全球高

端人才延揽计划、“圆梦京津冀”菁英计划，三地共同发布高层

次和紧缺人才目录，将三地产业特色与人才需求有机结合，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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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同专业、不同领域人才发展需求，通过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

会、国家留学生服务中心等官方宣传网站，以及搜狐、今晚报海

外版等权威媒体发布人才岗位需求信息，全方位、立体化宣传人

才引进政策，吸引集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青年人才。实施高技

能人才联合体工程，三地聚焦产业发展所需的高技能人才，持续

加强人才引进培养，实现高技能人才成倍增长。比如三地共同成

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探索“本科人才订单式培养”、

中国特色学徒制、跨区域协同培养、“校-企-园”发展共同体等

模式，同时联合华为、京东、航天信息等行业龙头企业，构建全

链条、立体化人才培养新格局，打造适应京津冀产业发展的高技

能“人才圈”。

二是依托重点工程打造特色产业人才队伍。实施冬奥人才发

展工程，三地联合印发《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人才行动计划

（2016-2022年）》，编制发布冬奥人才需求目录，推动落实冰

雪运动人才资源开发等 6个专项行动计划，依托中关村（延庆）

体育科技前沿创新中心、张家口高新区冰雪装备产业园、宣化区

冰雪产业园，引进国内外高端冰雪装备项目，集聚一批冰雪产业

高端人才，助力冰雪产业人才培育基地建设。实施沿海临港产业

人才集聚工程，统筹天津港、秦皇岛港、唐山港等港口和临港区

域人才需求，定制人才引进、培养、服务政策，集聚一批涵盖港

口规划建设、航运金融和司法领域人才。实施临空经济产业人才

集聚工程，制定《关于高质量建设临空经济人才枢纽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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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8年）》，在临空经济区建立以服务航空产业为主

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成立新航城国际人才服务有限公司，充

分发挥市场优势，加大航空、现代物流、商务会展等临空经济产

业人才储备。

三是依托重点工程提升人才服务水平。实施国际人才社区建

设计划，打造海外高层次人才发展优选地，以首都国际人才社区

为例，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建设经验，以国际人才需求为导向，提

出宜居社区、邻里交往、教育文化、创新事业、医疗健康、交通

网络、生态低碳、服务配套、管理治理等 9大场景，为国际人才

搭建创新创业的平台载体、提供安居乐业的综合配套。实施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园建设工程，采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合作共

建”模式，三地合作建设京津冀（河北三河）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园，为吸引京津冀三地企业入住园区，给予入驻企业房租优惠减

免、一次性奖励等一系列扶持政策。截至 2024年 8月，已累计

入驻京津冀人力资源机构 45家，为京津冀输送各类人才 20000

多人次，提供岗位 32000多个，服务范围覆盖培训、招聘、服务

外包等多种形式。

（四）人才一体化发展示范品牌不断建强

一是打造区域人才合作示范品牌体系。京津冀三地重点市

（区县）先行先试，不断深化合作，探索建设出“通武廊”“通

宝唐”“平蓟三兴”“延张”“兴廊”“兴滨雄”“通西石”“海

青秦”等一批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品牌。打造“通武廊”人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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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牌，北京通州、天津武清、河北廊坊三地先后签订人才合作

框架协议、区域人才互准互认、人才服务绿卡、创新平台共享共

用目录等合作文件，在教育、医疗等领域开展全方位的深度对接，

逐步实现交流互联互通、评价互准互认、结果共用共享，高效发

挥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桥头堡和主力军作用。打造“通宝唐”

人才合作品牌，北京通州、天津宝坻、河北唐山三地签订《“通

宝唐”区域人才合作框架协议》《通宝唐共建“京东黄金走廊”

人才合作协议》等系列文件，建立协同创新工作联席会议机制，

在人才引进培养、人才交流合作、人才服务共享等方面持续发力，

积极构建“平台共建、政策共享、资源共通、合作共赢”的区域

人才合作体系。打造“平蓟三兴”人才合作品牌，北京平谷、天

津蓟州、河北三河、河北兴隆四地立足“生态涵养”功能定位，

携手推进区域绿色人才共同体建设，签订《“平蓟三兴”区域绿

色人才共同体建设发展框架协议》《“平蓟三兴”人才合作助推

高质量发展框架协议》等系列文件，建成高层次人才资源信息库，

重点在农业、教育、康养旅游三个领域开展人才项目合作，不断

深化人才信息共享、人才交流互派、人才平台共建等方面合作，

打造区域绿色人才集聚地。

二是打造雄安新区新时代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三地始终将

雄安新区建设作为应有之义和应尽职责，协同合作在此处体现最

为集中，共建合作平台、共享优质资源、共创良好环境，努力打

造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样板和典范。平台共建方面，雄安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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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批央企、在京高校和科研机构，搭建了多元人才发展平台，

中国中化、中国华能等央企总部项目稳步推进建设，北京理工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9所高校落地雄安，雄安新区高校协同

创新联盟发起建立，多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相继落地，雄安新区

中关村科技园正式揭牌，天津城建设计院等设立雄安新区分院，

为人才成长成才提供广阔空间。资源共享方面，推进京雄同城化，

保证疏解人员“三个不低于”，依托海学雄安中心推动北京引才

渠道资源向雄安新区全面开放，鼓励引导 HICOOL 全球创业者

峰会暨创业大赛优秀项目等落地雄安；设立天津港雄安服务中心，

围绕雄安新区建设需求，打造雄安新区快速出关、便捷出海的“绿

色通道”，促进雄安新区引进优质项目和优秀人才。环境共创方

面，北京援建“三校一院”交钥匙项目办学开诊，新一轮“援四”

办学全部落地，推进京雄高层次人才跨省联合保障机制，100余

服务事项实现京雄同城化办理；天津发挥职教优势牵头组建津雄

职教联盟，选派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等医疗机构医学专家进驻帮

扶，成立天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雄安工作站，加强生态环境联建

联防联控，京津持续加大对雄安在教育、医疗、生态环境等领域

的支持力度，为人才营造宜业宜居的良好环境。同时，河北省在

积极对接京津基础上，集中本地力量建设雄安，推动各领域改革

开放前沿政策措施和具有前瞻性的创新试点示范项目在雄安落

地，编制《河北雄安新区人才发展“十四五”规划》，组织实施高

层次人才引进、“名校英才”入区等专项计划，发布《雄安新区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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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紧缺人才目录》，出台“雄才十六条”，着力打造体现“雄安质

量”的国际高端人才聚集区。

（五）人才一体化服务体系建设加速推进

一是扩大公共服务范围、改善服务水平。教育方面，三地形

成了“长期有战略蓝图、中期有五年规划、近期有行动计划、当

年有工作要点”的梯次推进政策体系，通过合作办学、联合培养、

组建联盟等形式，促使京津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向河北输送，推动

三地教育资源的深度共享。截至 2024年 9月，246所京津优质

中小学幼儿园与河北省 370所学校开展跨省办学合作，三地高校

共建 16个高校联盟。医疗方面，组建京津冀医联体，健全区域

内双向转诊和检查结果互认制度，实现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直接结

算，开展整体托管、合作建院、科室合作、远程医疗、派驻专家

等多种形式的合作，异地就医“同城化”效果明显。截至 2023

年底，京津冀三地 9300余家定点医疗机构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

接结算，50项临床检验结果在京津冀 685家医疗机构实现互认。

截至 2024年 5月，京津冀医联体增至 70个，覆盖河北省 11个

设区市、62家医疗机构。社会保障方面，三地签署《深化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协同发展框架合作协议》，加强社保、劳动

关系等方面协同，立法推动京津冀“一卡通”建设，加快实现三

地社保卡跨省通用、一卡多用、线上线下场景融合发展，深化社

保经办服务合作，发布首批 15项社保服务“同事同标”事项，

实施工伤保险跨省就医结算、异地委托劳鉴病鉴及结果互认，跨

https://www.baidu.com/s?sa=re_dqa_generate&wd=%E5%BC%82%E5%9C%B0%E5%B0%B1%E5%8C%BB%E5%8C%BB%E7%96%97%E8%B4%B9%E7%94%A8%E7%9B%B4%E6%8E%A5%E7%BB%93%E7%AE%97&rsv_pq=cf0511a9000207aa&oq=%E4%BA%AC%E6%B4%A5%E5%86%80%E5%BC%82%E5%9C%B0%E5%B0%B1%E5%8C%BB%E5%8C%BB%E7%96%97%E8%B4%B9%E7%94%A8%E7%9B%B4%E6%8E%A5%E7%BB%93%E7%AE%97&rsv_t=4f27PEkohVfg5fez8PjQnQRS5wh8jG+OSyrRHudM6xoYkmcLrFoPMPsNu752S5i9RdsJ&tn=baiduhome_pg&ie=utf-8
https://www.baidu.com/s?sa=re_dqa_generate&wd=%E5%BC%82%E5%9C%B0%E5%B0%B1%E5%8C%BB%E5%8C%BB%E7%96%97%E8%B4%B9%E7%94%A8%E7%9B%B4%E6%8E%A5%E7%BB%93%E7%AE%97&rsv_pq=cf0511a9000207aa&oq=%E4%BA%AC%E6%B4%A5%E5%86%80%E5%BC%82%E5%9C%B0%E5%B0%B1%E5%8C%BB%E5%8C%BB%E7%96%97%E8%B4%B9%E7%94%A8%E7%9B%B4%E6%8E%A5%E7%BB%93%E7%AE%97&rsv_t=4f27PEkohVfg5fez8PjQnQRS5wh8jG+OSyrRHudM6xoYkmcLrFoPMPsNu752S5i9RdsJ&tn=baiduhome_pg&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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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服务便捷化程度不断提高。政务服务方面，推进区域通办，

开设“京津冀跨省通办窗口”，截至 2024年 2月，先后推出 5

批、203项“同事同标”政务服务事项；推进“一网通办”，依

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设立京津冀“一网通办”服务专区，

实现异地事项“移动办”；推进政务数据对接，整合共享京津冀

政务信息系统，打造京津冀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协同体系，为居民

生活和企业发展提供便利条件。

二是推动人才市场服务统一化。人才互认互准方面，三地完

善人才评价标准，于 2016年签订《京津冀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资

格互认协议》，不断拓展三地职称资格互认范围和领域，实现三

地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证书、继续教

育资格、人力资源服务从业资格、社会保险待遇资格互认，为京

津冀人才智力资源共享提供有力支撑。人力资源服务业协同方面，

2018年三地首发《人力资源服务京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准》，

2024年升级更新，规范高级人才寻访、管理咨询、招聘、培训、

外包等九项业务要求，量化评价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业情况，推

动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在三地实现统一、服务机构评定等级在三地

实现互认。

此外，在国际人才服务方面，三地共同成立京津冀外籍人才

服务联合体，搭建京津冀外籍人才服务协同平台，发布《京津冀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便利化措施》，在工作许可资质互认、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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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人才流动等方面提供便利，吸引留学归国和海外人才加入京津

冀。

五、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存在问题

（一）人才一体化发展观念有待转变

长期以来，受到行政区划的影响，“地域”本位的人才观念根

深蒂固，这在一定程度抑制了政府、企业、人才等主体参与人才

一体化的积极性。一是政府层面，人才一体化的重要表现就是人

才自由流动，三地对人才流动可能引发本地人才“流失”感到担忧，

尤其是人才相对匮乏的河北，担心区域人才合作会加重人才外流，

导致人才非均衡地单向流动，进一步加剧人才短缺。二是企业层

面，“谁拥有，谁使用”的传统观念占据主导地位，为了避免人才

被“挖走”，往往会采取一系列限制人才流动的措施，比如一些单

位为了留住人才，会签订服务期、竞业协议等条款。三是人才层

面，京津冀人才一体化为人才提供更多选择和更大发展空间，同

时也带来更激烈的工作竞争，人才担忧自身面临被淘汰风险，从

而对人才一体化发展存在顾虑。

（二）人才资源配置与区域发展要求还存在差距

京津冀以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和世界级

城市群为目标，对人才提出更高要求，区域人才资源配置与发展

建设需求不尽匹配。一是区域内人才资源发展不平衡。出于自身

发展需要，人才总是趋向于流向经济条件好、科技水平高、发展

空间大的地区，三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落差，天津、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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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引才留才的“下风口”，北京对人才的吸引力领先天津、远超

河北，造成区域内人才分布极化，制约京津冀区域高质量发展。

二是高层次人才、国际化人才不足。京津冀地区人才基数大但缺

乏顶尖人才，比如，相比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日本太

平洋沿岸城市群等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诺贝尔奖等“三大奖”

获得者还有很大差距。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外籍人员占京

津冀常住人口的比例不足 1%，远远低于世界知名创新中心水平。

美、英等欧美国家多在 15-20%，其中重点地区如纽约湾、硅谷

的外籍人才比例高达 40%以上。三是三地人才结构与协同发展功

能定位不适应。三地人才发展各自存在短板，与协同发展功能定

位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北京定位科技创新中心，但缺乏世界级顶

尖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等；天津定位先进

制造研发基地，但是缺乏产业支撑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高

技能人才不足；河北定位产业升级试验区，整体人才供给不足，

特别是配套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及技术技能人才短缺。

（三）区域产业协同水平仍需提高

产业是人才的基础，产业协同是人才协同的前提，区域内产

业同质化、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影响着人才一体化发展水平。一是

产业发展存在无序竞争现象。虽然三地在产业协同方面出台了相

关指导文件，但各自在规划产业时，出于自身发展追求，均以高

技术、高附加值为目标，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作为主

导产业，在产业链衔接、产业分工方面顶层设计不够，导致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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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津冀之间、河北各市之间产业选择趋同。重合的产业结构

引发区域内人才竞争，甚至出现人才争夺现象，不利于区域内人

才资源的有效配置。二是产业发展落差较大。北京在三地产业协

同中发挥着辐射带动作用，但是由于三地产业发展梯度落差较大，

津冀在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方面还存在接不好、接不住的问题，非

首都功能向津冀疏解、创新成果在津冀落地转化都有一定难度。

2021至 2023年，北京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别为 7005.7亿元、7947.5

亿元和 8536.9 亿元，但北京输入津冀的技术合同成交额仅占北

京技术合同输出额的 5.0%、4.5%、8.8%。人才随着产业流动，

北京产业“蛙跳”长三角、珠三角，人才自然“孔雀东南飞”，造成

区域人才流失。

（四）人才流动还不够畅通

人才流动受到预期价值和转换成本的影响，当前三地在体制

机制、人才市场、人才服务等方面均存在壁垒，大大增加了人才

流动转化成本，阻碍了人才流动。一是体制机制存在障碍。三地

之间存在一定的行政壁垒，人才政策、制度的统一性和协调性相

对不足，很难衔接，比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差异大，给区域

人才流动增加了制度上的障碍。二是人才市场存在分割。区域内

尚未形成统一的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准入标准、工资标准等方

面仍存在较大差异，人才资质评价与互认还需取得进一步实质性

进展，人力资源服务专业机构和人员相对较少，这些使得人才流

动受阻。三是人才服务存在落差。三地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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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公共服务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人才关

注的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的供给，制约着人才顺畅流动。以高等

教育资源为例，北京拥有 34所“双一流”高校，天津 5所，河北

只有 1所（且驻地为天津）。

六、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对策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形成人才一体化工作合力

推进区域人才一体化是长期性、全局性、系统性工程，需要

在统筹谋划、顶层设计上下功夫，推动三地工作同向发力、形成

合力，实现战略协同、落实协同、效果协同。一是凝聚思想共识。

在坚持党管人才原则下，三地要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打破“一

亩三分地”思维定式，树立区域人才观念，从区域发展大局出发，

加强区域人才合作和共享，实现人才资源最大化利用和最优配置。

二是健全人才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部际

协调小组职责，发挥其在重大事项决策、宏观指导、统筹推进中

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搭建教育、科技、人社、公安、卫健、

发展改委等领域的人才工作沟通平台，形成多层次、多领域沟通

机制。三是提高政策协同。加快政策对接，推动人才引进、培养、

使用、激励和保障等方面政策的协同和衔接，破除人才一体化发

展的制度障碍。四是建立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推动建立三地合

作的收益共享、成本共担机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项目资助等

形式对合作中投入大、收益少的政府进行补偿，对在区域人才合

作交流中表现突出的单位予以奖励支持，强化各方合作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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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区域人才竞争力，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推动区域发展，人才是关键，要充分发挥北京人才资源引领

带动作用，在引才、育才、用才上持续发力，提升区域人才整体

实力。一是联合引进人才。打造京津冀联合引才品牌，通过共同

开展人才政策宣传、共享人才需求信息、合作举办三地人才交流

活动、联合引进全球英才等形式，着眼全国、放眼世界，做大人

才增量。二是共同培养人才。建立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全方位合作关系，基础教育层面，通过合作办学、对口帮扶等

形式，持续推动资源共享和均等化；职业教育层面，扩大职教联

盟覆盖范围，立足区域行业发展需求，统一优化职教专业布局；

高等教育层面，开展人才联合培养、科研项目攻关、科技成果转

化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三是搭建干事创业平台。进一步利用中关

村科创资源，在津冀打造“类中关村”创新生态；链接 HICOOL

资源，探索在津冀建立国家（中关村）火炬科创学院分院或孵化

基地、产业基地，依托创新平台集聚人才、锻炼人才。

（三）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实现区域人才错位共享

产业和人才紧密联系、相互塑造，三地要统一规划，构建合

理有序、梯度衔接的产业布局，从而实现人才资源错位竞争、优

势互补。一是构建一体化的产业链梯度布局。三地要立足自身发

展阶段和功能定位，找准各自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形成“北京研

发、天津转化、河北制造”的阶梯式布局。北京聚焦高精尖领域，

承担区域产业发展技术引进研发创新功能；天津立足先进制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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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基地，承担区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功能；河北利用较为完备的

产业体系和资源禀赋，提高承接京津技术应用、产业转移能力，

承担区域生产、物流、市场推广等配套功能。二是围绕产业链布

局人才链。三地根据产业布局，有针对性制定人才发展规划，编

制产业人才目录，发布人才需求目录，实现产业与区域发展适配、

人才与产业发展适配。北京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高水平

人才高地，注重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

团队、青年科技人才等创新型人才；天津打造高端制造应用人才

集聚中心，重点引进培养高技能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技术经理

人等应用型人才；河北夯实产业转型升级人才支撑，着力吸引集

聚专业技术人才、工匠型人才等技能型人才。

（四）构建统一人才市场，提高人才资源配置效率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随着一体化的深

入，市场主体作用更为突出，亟需构建区域统一人才市场，推动

人才资源有效配置。一是落实用人主体自主权。进一步向用人主

体授权、为人才松绑，充分发挥用人主体在人才引、育、用、留

各环节的积极作用。二是支持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持续优化升

级人力资源服务区域协同地方标准，统一市场准入门槛和行业服

务标准，支持引进培育一批国内外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升

区域人力资源服务质效。三是深化人才评价改革。建立区域内人

才互认机制，统一人才评价体系和考核标准，进一步拓展职称资

格等互认范围，在部分领域职称评审中实行专家资源共享，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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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区域自由流动渠道。四是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合作建立区域

人才资源数据库，比如专家人才库、高层次人才库、高校毕业生

信息库以及人才需求库等，分层分类收集整理人才信息，实现信

息互通互享，精准对接供需双方，促进区域人才交流与合作。

（五）建立一体服务体系，降低人才自由流动成本

人才的需求不仅局限于工作本身，还包括生活品质、服务水

平等各个方面，三地要积极整合各方面人才服务资源，提升区域

服务均等化水平，消除人才流动的“暗礁”。一是深化社会公共服

务共建共享。按照分层分类原则，加快推进区域内教育、医疗、

文旅、康养、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的对接和融合，引导京津

优质资源辐射河北，缩小三地公共服务差距，解决人才流动关于

子女入学、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此外，探索建立

人才“联合绿卡”制度，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可享受三地相关

人才待遇和政策优惠。二是持续推进政务服务区域通办。建设北

京城市副中心与津冀地区人才“区域通办”服务平台及联动机制，

逐步推进各项人才服务事项同标、同效、同感办理。同时，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推进“互联网+政府服务”，实现智慧政务，为人

才提供高效便捷服务。三是优化外籍人才服务协同。更好发挥京

津冀外籍人才服务联合体作用，拓展京津冀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便利化措施，探索推出外国人居留许可区域互认，促进国际人才

创新资源高效集聚和有序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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