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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为何成外籍人才创业热土

□ 本报记者 康琼艳

产 融 合 作 建 强 产 业 链
本报记者 刘 畅

就业服务不能摆花架子

李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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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业 是 最 大 的 民

生，就业服务工作应该

是一项有温度的工作。

要防止一些地方和高校

出现“花拳绣腿”式的就

业服务。各地各部门、

高校等应拿出有力的政

策措施，切实以学生为

中心，有针对性地做好

就业服务工作。

□ 2021 年 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金融监管等部门发起成立了国家产

融合作平台。平台上线至今已对全国 51 个产融合作试点城市不断探索金融改革创

新实践提供了支持。

□ 四川绵阳率先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应收账款融资服务模式：以关联企业从产业

链核心龙头企业获得的应收账款为质押进行融资。

目前正值就业季，各地积极

开拓资源，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

道、增加岗位供给，多所高校开

展万企进校园活动，书记校长访

企拓岗⋯⋯线上线下形式多样的

就业服务开展得如火如荼。不

过，一些地方和高校也出现了

“花拳绣腿”式的就业服务：有

的校园招聘会参会用人单位提供

的岗位不符合毕业生预期；有的

学校给各个学院、班级下达任务

“拉人头”参与地方政府组织的

“人才周”活动；有的为了追求

就业率数据好看，采取虚假就业

手段，甚至“不签就业协议就不

发毕业证”等。

教 育 部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 2023 届 高 校 毕 业 生 预 计 达

1158 万人，同比增长 82 万人。但一些地方在考核高校就

业工作时，单纯以就业率数据等显性指标作为考核标准，

追求大场面、数据好看，形成错误导向；一些高校就业服

务理念落后，对新行业新业态缺乏了解，就业指导手段单

一，很容易落入形式大于内容的窠臼。当前不少高校毕业

生找工作时较为迷茫，求职路不顺利，与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中存在的育人作用不充分、以学生为中心体现不足、

业务系统低效分散等有一定关系。

其实，在毕业前夕给学生提供招聘信息，只是就业服

务工作的一小部分。为在校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让学生

深入了解本专业的就业前景，并适时提供优质的实习机

会，应贯穿大学教育全过程。有调查显示，不少高校毕业

生存在就业期望值过高、就业技能缺乏等问题。高校应有

针对性地开设职业规划和择业技巧课程，让学生在校期间

即为求职就业做好准备。

数字化转型也能为高校就业服务赋能。通过建设一站

式、在线化的就业服务平台，可以实现就业信息和数据自

动收集、整理和分析，并保证平台内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

性。依托平台，不仅能实现传统毕业生各类就业手续的填

报，还可以更有效地实现人岗精确匹配、学生成长发展追

踪、就业困难群体精准识别与有效帮扶等。结合偏好选

择，还可以为毕业生生成个性画像，通过智能算法匹配实

现就业信息的精准推送。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服务工作应该是一项有温度

的工作。针对部分毕业生存在求职信心和技能不足、求职

经济压力大等困难，各地各部门、高校等应拿出有力的政

策措施，聚焦学生实际困难，采取多样化、个性化、有针

对性的就业服务方案，开展精准帮扶。

前不久，2023 （第一届） 全国产融合作大会

在四川省绵阳市举行。这是首届以产融合作为主

旨的全行业大会。会议的成功举办，探索了产融

合作未来发展方向。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推动产业与金融

深化合作，对于有效支撑实体经济发展意义重

大。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金融监

管等部门创新开展产融合作，通过加强产融政策

顶层设计、推动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强化国

家产融合作平台赋能等一系列工作，不断增强发

展规划与行业政策的宏观引导和统筹协调能力，

力求把更多金融资源精准配置到产业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

早在 2021 年 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便会同财

政、金融监管等部门发起成立了国家产融合作平

台。平台上线至今已对全国 51 个产融合作试点

城市探索金融改革创新实践提供了支持。目前，

平台累计入库企业 18 万家，入驻金融和投资机

构 1500 家，助企融资额度已突破 5000 亿元。

强化顶层设计对推动产融合作有着积极的意

义。产融合作如何走深走实？或许从产融合作试

点城市的创新实践中能得到启示。以本次会议举

办地绵阳为例，自产融合作试点以来，绵阳累计

收 集 并 向 金 融 机 构 推 送 超 过 1200 亿 元 融 资 需

求。通过探索创新，绵阳走出了一条产融合作的

新路径。

仪器设备贷是绵阳首创、全国首个“政府+

银行+平台”新型科技金融服务产品，企业在有

购买需求时，银行可以通过纯信用方式授信，企

业也可以用已购仪器设备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

贷款。“今年 3 月份，四川明峰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用企业购买的仪器作为抵押，从银行申请到了

一笔 300 万元的贷款，从纯信用方式授信到现在

的仪器抵押，我们与明峰农业合作顺利，授信额

度 也 从 最 初 的 200 万 元 增 加 到 现 在 的 1000 万

元。”绵阳农商银行青义支行副行长何韬说。

绵阳率先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应收账款融资服

务模式：以关联企业从产业链核心龙头企业获得

的应收账款为质押进行融资。四川长虹就是这样

一家核心龙头企业。其下游供应商因应收账款造

成现金流难题时，可以通过四川长虹应收账款融

资平台提交贷款需求，贷款最快当日即可到账。

除采用应收账款融资服务模式外，截至目前，四

川长虹已累计为 2500 多家中小企业创新提供产

业链相关融资超 100 亿元。

有业内人士表示，当前，绵阳正在全力提升

产融合作发展能级，全力打造成渝金融副中心。

绵阳存贷款规模在四川地级市中率先突破万亿元

大关，银行业资产规模超 8000 亿元，金融机构

（组织） 253 家，近 5 年累计直接融资超千亿元，

均居四川省地级市首位。

从 2023 （第一届） 全国产融合作大会公布

的成果来看，我国产融合作又将迎来新突破。工

业和信息化部目前已与 21 家金融机构建立战略

合作，重点支持先进制造业，服务实体经济。在

本届大会上，还有包括沪深北证券交易所中国

（绵阳） 科技城服务基地、产融合作联合创新实

验室、总行级科创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在内的 6 组

合 作 载 体 正 式 揭 牌 ， 将 推 动 产 融 合 作 迈 上 新

台阶。

作为衡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人才在凝聚创

新势能、构建开放新局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

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人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生

力军”。

2018 年，来自意大利的卢恰诺加入卡乐电子（苏

州）有限责任公司。他紧抓“双碳”战略带来的机遇，

先后与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合作，研发最新技术，降

低能耗。“苏州高新区人才济济，营商环境好，产业链

完善，我们生产所需的元器件在这里都能找到供应

商。我的妻子和女儿也在这里生活，我们一同见证中

国的快速发展。”卢恰诺说。

“言而有信是苏州的最大魅力。”苏州中天医疗器

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美籍专家夏洁毫不吝啬地为

苏州点赞。创业 5 年来，园区对企业承诺的各项政策

已全部兑现。去年，她的公司拿到了 10 张三类医疗

器械注册证，完成了 5000 万元销售额。

“天下英才聚苏州”，这是苏州为建设开

放包容创新生态立下的目标；“人到苏州必有

为”，这是苏州对天下英才许下的承诺。

共生共融

走进太仓中德合作展示馆，德国地图和太仓

地图映入眼帘。地图上群星闪耀，一边是投资太

仓的德国企业总部所在位置，一边是德企落户太

仓后聚集的区域。工作人员介绍：这上面有多少

颗星星点亮，就意味着有多少家德企在太仓投资

建厂。

太仓坚实的产业基础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这

里成为中德合作的典范。1993 年，第一家德资企

业——弹簧制造商克恩—里伯斯公司落户太仓。30

年间，485 家德企纷至沓来，不仅形成了汽车核心

零部件、航空航天、工业母机等特色产业集群，

以 0.24%的土地创造了太仓 8%的 GDP，还让一大

批德籍人才缘定太仓，成为当地科技创新的重要

支撑。

2002 年，龙胜利第一次来到中国。从读书实

习 到 参 加 工 作 ， 龙 胜 利 辗 转 多 地 ， 最 终 选 定 太

仓。作为卓能电子 （太仓） 有限公司总经理，龙

胜利所在的企业是一家有着近 60 年历史的德国电

子 制 造 服 务 供 应 商 ， 主 要 为 航 空 电 子 、 轨 道 交

通、高端医疗等开发制造高精密电子元器件。“过

去 10 年，我们紧跟中国的战略需求，在同步德国

总部的经验、流程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本土化布

局，取得了很好的回报。目前我们的产品有 80%在

中国国内销售，2022 年实现营收 2.08 亿欧元，约

占总部的 10%，创历史新高。”龙胜利说。

太仓市科技局副局长何伟伟介绍，太仓 95%以

上的规上德企进行了本土化研发及创新成果的本

地化应用，每年研发投入近 10 亿元，太仓市 600 余

家本土企业与德企在产业配套、技术研发、人才

交流等方面实现深度合作，形成了中德企业共生

共融的发展格局。

2021 年，毕业于德国亚琛大学的沈李耀威在

太仓创办云耀深维 （江苏） 科技有限公司。创业

以 来 ， 沈 李 耀 威 先 后 入 选 太 仓 科 技 领 军 人 才 计

划、姑苏创新创业领军人才计划，他所带领的团

队主要从事金属 3D 打印，产品精度可达微米级。

“我们研发的产品广泛运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医疗

器 械 等 领 域 ， 已 获 得 数 千 万 元 融 资 。” 沈 李 耀

威说。

中德合作激发的强大集聚效应无疑是吸引外

籍人才在太仓创新创业的重要驱动力。一辆汽车

70%以上的零部件都可以在太仓找到，德国前十大

机床企业有 6 家已落户太仓，56 家隐形冠军企业聚

集于此，太仓市德籍人才占外籍人才总数的比例

近 30%⋯⋯如今，“德企之乡”已经成为太仓的一

张金名片。

言而有信

苏式“硬核”

生物医药产业是苏州的“一号产业”，坐落

于独墅湖畔的生物医药产业园是苏州生物医药

产 业 的 人 才 高 地 。 在 生 物 医 药 产 业 园 圆 形 展

厅，22 款已经上市的创新药一字排开，流式细

胞仪、移动 CT 扫描仪、循环增强荧光分析仪

等一批高端医疗器械彰显着苏州最“硬核”的

研发实力。

典晶生物医药科技 （苏州） 有限公司董事

长、美籍专家张金忠表示，他留在苏州的主要原

因是企业可以心无旁骛搞研发。“我们主要从事

重组人胶原蛋白制成的生物合成角膜，用以治疗

相关视力缺陷。这里能给创业者提供真正需要的

帮助，每一场会议都极具效率，专业交流方面的

水平也很高。我们公司发展很快，在很短时间内

就建立了总部和研发中心。”张金忠说。

透过张金忠和夏洁的创业经历，不难看出

“苏式服务”的核心要义无外乎这八个字：无事

不扰，有求必应。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苏

州很早就意识到人才竞争不仅要拼政策，更要拼

生态。

2020 年 ， 苏 州 市 政 府 打 响 了 “ 苏 州 最 舒

心”的服务品牌，进一步畅通外国人才来苏工作

通道。在苏州工业园区国际融合服务中心，联合

专窗让各类外国人才的申办时限缩短一半，以高

效率、快速度助力企业引进外国人才。

不仅如此，为了拓宽外国高端人才引进渠

道，提升外国人才与产业匹配度，苏州还做出一

系列破冰之举：率先开展国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

职称，全面打通海内外人才评价体系；启动外籍

院士工作站、外国专家工作室申报工作；实施柔

性引进海外人才的“海鸥计划”，形成不求所

有、但求所用、来去自由的导向机制。

随着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国家生物药技术创新中心、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

新中心相继启动建设和苏州实验室 （国家实验

室） 挂牌成立，苏州将承担起更多科技自立自

强、为国攻坚的使命，也意味着将有更多“高精

尖缺”外国人才深度参与创新攻关。期待越来越

多的“洋苏州”们成为苏州高质量发展的参与

者、推动者、见证者，与这座千年古城共同演绎

相互成就、双向奔赴的佳话。

5 月 24 日，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北安分公司组织工人对有机小麦专属种植基地种植的 2.95

万亩“三叶一心”阶段小麦展开压青苗作业。 许颖献摄（中经视觉）

今年初，在由科技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开展的“魅

力中国——外国专家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主

题活动评选中，苏州连续 11 年位居前列。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在苏州 363 万人才总量中，有

10428 人持有效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其中外国高端

人才（A 类）4344 人，分别占江苏的 44.1%、50.2%，均居

江苏首位。在苏州工作的外国人才总数位列全国第

五，仅次于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

这些“洋苏州们”是如何深度融入苏州的创新发

展？外籍人才的扎根，又为这座流淌着千年古韵的江

南城市注入了怎样的国际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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