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海河英才”行动计划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实施人才强市

战略，立足“一基地三区”发展定位，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数字创意、航空航天、节能环保等）的需

要，大力集聚顶尖人才、领军人才、高端人才、 

青年人才等各类优秀人才，加快建设“五个现代化天津”，制定“海河英才”行动计划。 

  一、引育高层次创新人才 

  （一）引育顶尖人才。支持引进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内外院士等顶尖人才，对来津主持

国家级研发平台和重大创新项目的，采取“一人一策”方式给予科研和生活奖励资助；在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方面贡献突出的，可以其名义命名研发平台；签订 3年及以上工作协议的，

根据其在津工作时间，给予最高 1000万元科研经费资助和最高 200万元奖励资助。每培养

1名两院院士，给予用人单位 500万元经费支持，给予院士本人 200万元奖励资助及其他相

关待遇。 

  （二）引育领军人才。对全职引进或新入选国家“千人计划”（长期）、“万人计划”等

重点人才专项，以及“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领军

人才，给予最高 200 万元奖励资助。实施杰出人才培养计划，给予入选者每人一次性 200

万元经费资助，以及配套工作经费和生活津贴。 

    （三）培育高端人才。实施市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对入选者给予 100 万元经费资助。

实施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给予入选者最高 100 万元经费资助。实施“131”创新型人

才培养工程，连续 2年给予第一层次人选每人每年 5万元经费资助，连续 3年给予每个入选

团队每年最高 30万元经费资助。 

    （四）引育青年人才。实施市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连续 3年给予入选者每人每年 1 5万

元经费资助。对与我市用人单位签订 3 年以上工作合同，引进或留津工作的博士毕业生（非

在职），给予连续 3 年每年 5 万元奖励资助；引进或留津工作的出站博士后（非在职），给予

一次性 20 万元奖励资助。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招收的博士后（非在职），给予一次

性 5万元奖励资助。纳入博士后国际化培养计划的，给予每人一次性最高 10万元经费资助。 

    二、扶持高层次产业人才 

    （五）支持创业领军人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来津创办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

技型企业并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顶尖人才、领军人才，给予最高 1000 万元科技成果转化

资金补助和最高 200万元奖励资助。 

    （六）扶持高端创业人才。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具备产业化前景创新成果，来津创办

科技型企业的高端人才，给予最高 50万元创业启动资金支持。对高端人才创办且稳定运行的

科技型企业，连续 3年按企业贷款额度 50%给予每年最高 100万元贴息支持；贡献突出的，经

认定给予高端人才每年最高 50万元奖励资助。 

    （七）培育创新型企业家。实施企业家队伍建设“111”工程。到 2020 年，培养 100

名杰出企业家，给予每人 IOO 万元经费资助；支持培养 1000 名新型企业家、1 万名优秀企

业家。 

    三、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 



    （八）引进高技能人才。对与我市用人单位签订 3年以上工作合同，引进的世界技能大

赛获奖者或专家教练组长、国家级技能竞赛一等奖获得者、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全国技术

能手等高技能人才，给予最高 50 万元奖励资助；对引进的国家级技能大师、技能竞赛获奖

者，省级技能大师、技术能手、技能竞赛一等奖获得者，给予最高 30万元奖励资助。 

    （九）培养高技能人才。每年从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中的关键技术技能岗位，选

派 100名高级技师赴境内外研修，给予每人最高 10万元经费资助。每年选拔 1000名技能名

师，按照每带培 1名学徒每年 4000元的标准，给予连续 3年奖励资助。 

    （十）激励高技能人才。对本市获世界技能大赛和全国、市技能竞赛奖项，以及获全国、

市技术能手的高技能人才，给予最高 50 万元奖励资助。每年评选 10名“海河工匠”，颁发

荣誉证书，给予每人 20万元奖励资助。 

    四、集聚急需紧缺专业人才 

    （十一）培养医学人才。实施卫生计生行业高层次人才选拔培养工程，每 2 年选拔 1

次，在培养期内给予“海河医学学者”每人 120 万元、“津门医学英才”每人 60 万元、“青

年医学新锐’’每人 30万元的经费资助，所在单位按不低于 I:I的标准予以匹配。 

    （十二）选拔高教人才。对“杰出津门学者”入选者，培养期内给予每人每年 30 万元

津贴和每人每年 10 万元工作经费。实施特聘教授制度，在聘期内，给予特聘教授每人每年

20万元津贴、特聘讲座教授每人每月 3万元津贴、青年学者每人每年 10 万元津贴。给予自

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的特聘教授 100 万元、青年学者 50万元配套经费，人文社会科学特

聘教授 50万元、青年学者 20万元配套经费。 

    （十三）引进资格型人才。引进且与我市用人单位签订 3年以上工作合同的资格型人才，

对注册会计师、金融分析师、执业律师筹给予一次性 3万元奖励资助，对精算师等给予一次

性 10万元奖励资助。 

    （十四）培养宣传文化人才。对宣传文化领域“五个一批”工程入选者，在培养期内给

予每人每年 4万元经费资助，所在单位可给予等额匹配。 

    五、加强创新创业平台建设 

    （十五）支持创新平台建设。实施“千企万人”支持计划，企业研发平台由市级升为国

家级的，给予最高 100 万元经费资助。对民营企业设立的院士专家工作站或博士后工作站，

分别给予一次性 5 0万元、30万元经费资助。 

    （十六）支持孵化平台建设。对获认定的市级留学人员创业园和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

基地，给予一次性 200 万元经费资助，并按引进企业数量和规模给予每年最高 60 万元经费

资助。 

    （十七）支持技能培训平台建设。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市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分别

给予一次性 500万元、200万元经费资助；对世界技能大赛集训主基地和辅基地，分别给予

一次性 500万元、200 万元经费资助；对国家级、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分别给予一次性 50

万元、30万元经费资助。 

    （十八）支持服务平台建设。对国家级和市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分别给予 500万元、

200 万元经费资助。实施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培育计划，每年遴选 10 个国际学术交流项目，

给予项目主办单位最高 50万元经费资助。 

    六、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十九）支持人才离岗创业。鼓励事业单位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到企业挂职、参与项目合

作、兼职创新。支持科技人员在职创办企业、离岗创新创业，离岗创业 5 年内，原单位应当



为其保留人事关系，工龄连续计算，档案工资正常晋升，依法继续在原单位参加社会保险。 

    （二十）支持成果应用转化。高校和科研院所给予完成、转化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的

人员不低于 50%的奖励；各单位在此基础上可自主提高对科技人员的奖励比例。鼓励企业转

化或应用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按照成果交易合同总额的一定比例，对成果受让企业、

促成交易的中介机构和技术经纪人给予补贴。 

    （二十一）创新人才评价机制。支持专业机构、用人单位发挥人才评价主体作用。鼓励

行业领军企业自主评聘高层次人才。支持企业生产一线业绩突出的技能型人才，破格申报技

师或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指定专门机构免费为非公经济组织人才参评职称提供全流程服务。 

    （二十二）支持参加国际交流。对入选国家和我市重点人才专项，受邀参加有影响的国

际学术交流活动，并发表创新成果的高端人才，经认定，给予每年最高 3 万元经费资助。担

任企事业单位领导职务的专家学者，出国（境）参加学术交流与合作活动的，根据实际需要

合理安排出国（境）计划。 

    七、改革人才落户制度 

    （二十三）放宽人才落户条件。对普通高校毕业的学历型人才落户，全日制本科一般不

超过 40周岁，硕士一般不超过 45周岁，博士不受年龄限制，可直接落户。对获得副高级及

以上职称，以及拥有国内外精算师、特许金融分析师(CFA)、金融风险管理师(FRM)、注册会

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建筑师、注册勘察设计工程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律师等执业资格

的资格型人才，可直接落户。在本市用人单位就业，高等职业院校毕业并工作满 1年或中等

职业学校毕业并工作满 3 年的，具有高级职业资格、不超过 35周岁，具有技师职业资格、

不超过 40周岁，具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不超过 50周岁的技能型人才，可直接落户。对创

办符合我市产业政策且企业稳定运行超过 1 年，个人累计缴纳所得税 10万元以上的创业型

人才，不受年龄限制，可直接落户。对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领域领军企业的急需型人才，由企业家自主确定落户条件。 

    （二十四）自主选择落户地点。来津人才可自主选择在本人或配偶名下的产权房，或所

在单位集体户落户。无产权房、无就业单位或所在单位无集体户的人才，可在市、区人力社

保部门指定的公共服务机构的人才集体户落户并存档。 

    （二十五）简化落户经办程序。学历型、资格型、技能型、创业型人才，可登录“天津

公安”民生服务平台在线提出落户申请，公安部门于 3个工作日内反馈审核结果，引进人才

持申报材料到拟落户区行政许可中心引进人才联审窗口办理落户手续。对急需型人才，由企

业人力资源部门提出名单，董事长签发落户推荐函，经区人才办核准后，企业人力资源部门

或人才本人持认定书，到拟落户区行政许可中心引进人才联审窗口办理落户手续。 

    八、优化人才发展环境 

    （二十六）改善居住条件。允许各区、企事业单位在符合相关规划的前提下，利用自有

用地建设人才公寓。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在我市购买首套自住用房不限购。外籍人才在缴

存、提取住房公积金方面享受市民待遇。 

    （二十七）强化服务保障。实施人才“绿卡”制度，为引进人才提供“一站式”服务。

奖励资助和津贴可用于个人生活事项。对引进顶尖和领军人才的随迁家属，提供精准服务，

其父母享受医疗保障转诊关系接续等优先医疗待遇；对随迁配偶，分别由市、区组织部门或

人才所在单位，按其本人身份，本着对口原则协调安排工作；暂未就业的，连续 3年给予每

月不低于本市社会平均工资标准的生活补贴；对随迁子女入园入学，由教育部门按照人才需

求和就近方便原则，予以协调安排；外籍子女就读国际学校，连续 3 年给予每年最高 15万



元的经费资助。 

    （二十八）鼓励举荐人才。对经市人才工作主管部门认定的海外人才工作站，每年给予

15 万元经费资助。对聘请的招才引智服务专员，每人每年给予 5 万元经费资助。鼓励中介

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举荐人才，按照引进人才的层次，给予最高 20万元经费资助。 

    （二十九）强化职责落实。实施党委联系专家制度。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实施“海

河英才”行动计划。市人才办承担统筹协调、项目资金审核和督促检查责任，定期组织对政

策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市人力社保、科技、教育、卫生计生、公安、国资、工业和信

息化、金融等职能部门实施各领域人才具体项目。市财政负责资金保障并及时拨付。符合多

项奖励资助条件的，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三十）严格责任追究。对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等行为的用人单位或当事人，

取消和追缴奖励资助，列入诚信系统“黑名单”，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责任。对在工作中存

在推诿拖延、行贿受贿、侵占挪用资金等行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本行动计划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每年视运行情况优化完善。 

                 2018年 5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