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聘会提供更多机会

最高超百万年薪、 奖励一套
120 平米住房、丰厚的人才补贴与
科研奖励……温州大学为进一步
吸引高层次人才，放了大招。

“课题资金支持、 落户杭州、
教师公寓……” 浙江金融职业学
院的招聘人员为引进的人才开出

了“附加福利”。
“进入我们公司后，像你这样

的人才肯定会有广阔的晋升空

间。 ”企业人事向求职者描绘着在
安徽的工作前景……

所有这些， 并非出现在三省
一市各自的招聘会现场， 而是今
年 3月 24日在沪举行的 “长三角
地区人才交流洽谈会暨 2019届高
校毕业生择业招聘会”上的场景。

而今年 11 月 23 日， 上海则
组织本市企事业单位赴合肥参加

由安徽、江苏、浙江、上海四地人
社部门联合主办的 “长三角地区
人力资源一体化发展论坛暨 2019
年秋季高校毕业生招聘会”，共有
60 余家单位参会，提供岗位 1500

个。 据会后统计，参会单位收到简
历 998 份，达成意向 213 人。

明年 1 月 5 日， 即将举行的
“上海市 2020 年应届高校毕业生
首场招聘会”，又将伸出双手欢迎
长三角区域学子。

打开大门，共享资源，这是长
三角三省一市人才招聘会上的显

著特征。
这种 “特质 ”，不仅出现在高

校学子的招聘会上， 同样也体现
在了高层次人才的交流之中。

今年 10 月 18 日， 浙江就组
织全省 11 个地市 246 家知名企
事业单位参会， 面向上海各类人
才推出岗位 5600 余个，要求硕士
学历的岗位占比 40%以上， 要求
博士学历占比约 30%。 其中，高校
对学历要求最高， 所有岗位均要
求硕士以上学历，80%的岗位要求
博士学历。

鼓励外地企业在沪纳才 ，上
海企业摊位前就会冷冷清清？ 事
实证明，正是这种大胆开放，使得
长三角人才总量在不断提升 ，三
省一市均从中受益匪浅。

“长三角城市之间没有 ‘抢

人’大战，而是人才的合理流动。 ”
上海市人才服务中心纪委书记李

明如此说道。 在他看来，人才自己
会“对号入座”。 而作为为人才提
供服务的政府部门， 所要做的就
是更好地“搭台”。

打通流动“断头路”

人才要 “动 ”起来 ，重要的是
破除各自的“篱笆”。

尽管长三角人才流动日益频

繁， 但由于政策不统一等形成的
“痛点”， 依然影响着人才流动的
便利度。

就拿最为必须的人才政策来

说，长期以来，四地出来的各种条
款种类繁多，但又各自不一，别说
人才自身， 就算是资深 HR 也未
必都能回答得上来。

政策不清 ， 办事自然不顺 。
为了解决这一现实问题 ， 上海

作为长三角人才合作计划的首

届轮值方 ，充分发挥 “全球城市
人才枢纽 ”集散地和长三角 “人
才辐射源 ”的作用 ，本着简明 、
合理 、完整 、实用的原则 ，找准
方向 、 突出重点 ， 首次编写了
《沪苏浙皖人才政策汇编 》，力
争 用 足 用 好 各 地 人 才 服 务 措

施 ， 力促各项人才服务政策在
长三角区域落地生效，打通人才
流动“断头路”。

“我们不仅为每个招聘单位
提供了一份， 更在三省一市下属
的所有人才服务机构内都放置入

内。 ”李明指出，这一举动的效果
明显，许多企业普遍反应，办事有
了依据，“走流程”也不再盲目，更
是提高了人才的满意度。

服务平台共建“一体化”

今年 3 月，沪苏浙皖签署《三

省一市人才服务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四地人社部门明确 “人才服
务协同计划 ” “人才流动合作计
划”“人才发展推动计划” 三大行
动计划， 整体推进长三角地区人
才服务一体化发展。

其中，人才服务协同计划，主
要包括组织召开长三角地区人才

公共服务机构研讨会 ，交流 “店
小二 ”服务标准一体化经验等 ；
人才流动合作计划 ， 主要包括
组织长三角地区系列人才交流

洽谈活动 、 组织参加中国 （上
海 ） 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人
才板块展览和论坛 、 组织长三
角人力资源产业园区互访交流

合作等 ；人才发展推动计划 ，则
主要包括组织长三角地区博士

后创新论坛 、组织长三角地区高
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宣传 、对
接和落地推介会等。

如今， 点开 “上海人才服务
网”， 你会发现在顶端的醒目位
置，标明着“长三角人才合作互联
互通”。 再点进去，出现的则是一
幅三省一市的地图，“上海人才服
务中心”、“江苏人事人才公共服
务网”、“浙江人才网”、“安徽公共
招聘网”赫然位列其中。

“长三角的人才，可以很方便
地在这一平台上查询招聘岗位 、
人事信息、政策内容。 ”李明告诉
记者，加强机制对接，推动服务标
准、服务平台一体化，是长三角人
社部门办的另一件“大事”。

2020 年 ，这个 “长三角人才
合作互联互通 ” 平台还会 “升
级”。 根据规划，三省一市正在建
立彼此共享的人才数据库 ，从而
实现人才精准应聘、岗位精准招
录的目标。

■劳动报记者 罗菁 摄影 贡俊祺 ������

让长三角人才真正“动”起来
服务平台共建“一体化” 破除人才流动“痛点”

聚
焦 长三角一体化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陆燕
婷）昨日，全国先进个体工商户
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经上海市
市场监管局和市民营经济协会

推荐，上海 8 名个体工商户被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全国个体劳动
者协会评为全国先进个体工商

户。 他们是：陈建芳、屠伟伟、鲁
迎、陈琳、赵宪珍、周俊标、张全
明、吴进宝。此外，上海市民营经
济协会等 6 家单位获评全国个
私协会系统先进单位，协会系统
8 名工作人员获评全国个私协
会系统先进工作者。

此次荣获全国先进的 8 名
个体工商户虽然行业不同，有的
来自餐饮业， 有的来自零售业，
有的来自服装设计行业，但是他
们身上都体现出上海个体工商

户的优秀品格。他们自主创业均
在 20 年以上， 伴着改革开放的
步伐一路走来； 他们在诚信经
营、勤劳致富同时，无私奉献社
会，每年积极参与“3·5”学雷锋、
“4·15”爱心行动日、扶贫帮困等
慈善公益活动。他们都是为促进
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和为公益慈

善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多
次获得市级以上文明个体工商

户、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他们中有身残志坚、艰苦创

业 ，20 余年默默行善的全国自
强模范屠伟伟；有从卖菜姑娘做
到酒店经理， 连续 21 年请敬老
院老人吃年夜饭的全国道德模范

赵宪珍；有不顾自身健康风险，坚
持多年每月上门为麻风病致残老

人义务理发的优秀志愿者陈琳

……他们在平凡的经营工作中做
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体现了上海
这座城市的温度， 更是展现了上
海民营经济从业者的精神面貌和

时代风采，为全市个体、民营经济
从业者树立了榜样。

据统计，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上海市共有各类市场主
体 256.53 万户，其中，企业 207.
78 万户 ， 个体工商户 47.67 万
户。 全市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
在稳定经济、促进增长、活跃市
场、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上海
相继出台了 “扩大开放 100 条”
和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27
条”等扶持政策，优化营商环境，
助推民营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
成效。

本报讯 静安区这家 “家门
口的科学社”开了！昨天，静安区
江宁路街道科学技术协会成立

暨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举行，当
天还举行了 “家门口的科学社”
揭牌仪式。

作为全区首家“家门口的科
学社”， 主阵地设在江宁路街道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将侧重触手

可及、一站多元，主打青少年科
学教育，启迪科学兴趣、培育科
创精神， 并以小手牵大手的模
式，通过孩子的兴趣培养，带动
家庭成员加强终身学习，扩大科
技教育活动的覆盖面和受益面。

“家门口的科学社” 将成为
江宁路街道居民家门口的科学

社、科普社，能够更多地汇集大

家的智慧和力量，同时也能够向
更多的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
升科学素养，传递正能量。

在 2018 年上海市公民科学
素质抽样调查中，静安区的公民
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26.
4%，居全市第二位，提前两年完
成“十三五”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目标。 ■刘振思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罗菁）
经济发展速度放缓， 让部分企业
成本压力激增，在综合权衡下，雇
员福利成主要压缩部分。 昨天，社
宝科技在沪发布的“2019-2020 年
中国企业薪酬福利保障调研报

告”显示，今年仅 37.7%的企业选
择保持雇员福利预算充足。

据了解， 这一报告共采集了
近 4000 份企业数据，其中 75%以
上来源于上海地区。 数据显示，从
数据来看，“雇员工资奖金” 是企
业人力成本的最大支出；“社会保
险”所占成本也较去年明显上升；
而雇员福利成本也不断提升中 ，
其中，节日礼品、年度体检等常见
的福利占比更高。 以上三项成企
业主要人力成本支出类别。

民营企业在“工资奖金”占比
较高，且 56.7%的 HR 选择“压力
指数较高”， 超出综合平均值；而
外资及国有企业在 “社会保险”、
“商业保险”、“教育培训” 占比较
高，其中，42.6%的 HR 选择“压力
指数适中”。 但从总体数据来看，
人力成本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总成

本，给企业普遍带来不小的压力，
是不争的事实。

为了缓解人力成本压力大的

问题 ，47 .4%的企业首先会考虑
“调整部门人手”， 通过合并岗位
职责来缩减人手； 30.3%的企业会

通过缩减雇员福利缓解成本压力；
27.9%的企业则通过采纳 “非核心
职能外包、 灵活用工 ” 等方式 ，
调整用工模式，实现降本增效；而
15.7%的企业将调整员工收入。

对此，社宝科技 CEO 李贤威
指出， 这些举动会引起员工满意
度及忠诚度下降， 或造成一定概
率的人才流失。

今年来部分企业成本压力激

增，在综合权衡下，雇员福利成主
要压缩部分。仅 37.7%的企业选择
保持雇员福利预算充足， 与上一
年度的 47.7%相比， 其中约 8.6%
的企业选择小幅下降， 将雇员福
利保持在适中的水平范围 ，1.4%
的企业或因经营利润或成本考

虑，选择大幅调整，只保证在基本
水平。

对此，李贤威分析认为，这些
福利主要指的是弹性福利， 例如
今年体现较为明显的是不少公司

缩减了年会规模， 将员工休假从
国外转为国内等。

值得指出的是， 就社保缴纳
来看，企业的合规率在提升。 2019
年与 2018 年相比，企业在社保缴
纳合规化的最大差异点在于缴纳

基数采用 “按职工上年月平均工
资”和“统一最低下限”。 2019 年，
社保基数完全合规的企业明显增

多，较 2018 年上涨 6.8%。

中国企业薪酬福利保障调研报告显示

削减员工弹性福利
成企业主要降本措施

8人获评“全国先进个体工商户”
展现上海民营经济从业者时代风采

江宁路街道科协正式成立

长 三角区域是我国经济最

发达、人才聚集度最高

的区域之一。如何让这池“水”

活起来？昨天，记者从上海市人

才服务中心了解到，近年来沪

苏浙皖三省一市人社部门不断加强长三角地区人才服务合作交流，

积极探索，创新突破。长三角人才服务正在加速一体化进程，破除人

才流动“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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