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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 《加强人才工作服务数宇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工业和信
`憝
化局、大数据局:

现将 《加强人才工作服务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退二

`当



(此件主动公开 )

(联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人才开发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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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人才工作服务数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

要思想,全面落实省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抢抓新时代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以推进青年人才、高层次人才引育创新为

源动力,加强人才工作服务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以下

措施。

一、助力产业转型,引导青年人才高质量就业

(一 )积极培育数字经济新职业、新岗位。依托数字经济平

台充分发挥前沿技术研发、模式业态创新和参与公共服务的作用 ,

积极培育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

” “
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人员

”

等典型数字职业。加大对
“互联网+” 、平台经济等支持力度,加

大
“
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

” “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

” “
物联网

工程技术人员
” “

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
” “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

”

等数字经济新职业岗位的开发力度。聚焦养老、托育、家政等就

业潜力大的领域,大力发展提供线上线下融合服务的新职业。

(二 )围 绕数字经济加强就业创业培训。根据数字经济的发

展趋势,培养具各数字技能的劳动者。积极发展数字领域新兴专

业,扩大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人

才培养规模。结合产业升级转型急需的数字高技能人才需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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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将数字技能类职业 (工种 )纳入政

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范围。

(三 )优化青年人才来鲁就业创业支持政策。聚焦为新一代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
“
十强

”
产业发展提供青

年人才支撑,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岗位供给,深入实施
“
青

年人才创业齐鲁计划
”。落实创业担保贷款、一次性创业补贴等

创业支持政策,政府投资开发的创业载体安排一定的场地免费向

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创业者提供。叠加引才政策为青年人才做好

服务保障,按规定发放生活补贴,提供人才住房、租房补助和购

房贷款,让更多青年人才引得来、留得住,支持数字经济发展。

二、紧盯产业急需,广开渠道引进各类数字人才

(四 )建立数字人才常态化招引机制。依托网格化服务重点

创新创业主体工作机制,配合地方发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

定期征集数字经济龙头企业、重点单位急需紧缺人才需求,动态

发布数字人才需求清单。发挥
“
中国 ·山东海内外高端人才交流

项目洽谈会
” “山东—名校人才直通车

” “
海聚山东

”
等引才活

动品牌效应,突 出数字人才引育主题,大规模引进支撑数字产业

发展的各类人才。发挥中国山东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留学人员

来鲁创业大赛、山东省创业大赛引才聚才平台作用,设立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数字化领域专项,大力引进信息与数字领域创业人才 ,

集成大学生创业园、留学人员创业园、博士后创业园等优势资源

支持数字领域人才创业项目落地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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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力引进高端数字产业骨干、领军人才。发挥泰山人

才工程示范作用,加强数字产业高端人才引进培育,助推产业突

破关键技术、解决
“
卡脖子

”
问题。分领域建设数字政府、数字

社会、数字产业高层次人才、专家信
`恝
库,鼓励通过顾问咨询、

揭榜领题、成果转化等柔性方式吸引院士等顶尖人才为我省数字

强省建设服务。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开设
“
特岗特聘

”
引才绿色

通道,引 进高层次、领军型数字人才。用好省市高层次人才周转

编制,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骨干、龙头企业联合招引高层次、

应用型数字人才。

(六 )精准引进优秀青年数字人才。指导用人主体用好博士

后平台各案制改革红利,鼓励支持数字领域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创新实践基地,引 进信·息、数字及相关专业博士青年人才。

设立 “山东博士后科学基金
”,扩大

“
省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

划
”
规模,对开展数字相关领域研究的博士后予以倾斜。完善省

“
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
的

“
先设岗、后引才

”工作机制 ,

优先在数字产业重点高校、科研机构、龙头企业设立博士后创新

岗位,对入站博士后统筹给予重点支持。

三、服务产业发展,多措并举培育数字人才

(七 )加强数字领域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实施新一轮专业技

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加强具有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能力的专业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建设,创新开展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壮

大高水平数字技术工程师队伍。支持省直有关部门 (单位 )、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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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行业组织或者有关省属企业、中央驻鲁企业举办数字技能大赛 ,

优先纳入省级职业技能竞赛。

(八 )加强数字人才培训培养平台建设。面向智能制造、工

业互联网、大数据和区块链等领域,指导各地打造一批功能突出、

资源共享的区域性数字技能公共实训基地。遴选一批技工教育数

字化资源建设与应用优秀院校,鼓励和支持技工院校开设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的数字技能专业,适 当扩大相关专业办学规模,集

聚社会资源,联合开设数字技能
“
订单班

” “
冠名班

”
等。

四、聚焦产业创新,持续激发数字人才创造活力

(九 )优化数字人才评价机制。围绕数字产业衍生的新职业、

新技能、新工艺,加大新职业职称专业设置力度,动态调整职称

评价标准,建立职称评价代表性成果清单制度,更加突出创新价

值和市场认可。推广数字经济新职业设置,加快制定数字经济新

职业标准,积极开展教育培训和人才评价。支持企业结合生产经

营特点和实际需要,自 主确定数字技能类评价职业 (工种 )范围,

自主设置数字技能岗位等级,自 主开发制定数字技能评价标准规

范,自 主运用评价办法开展数字技能人才评价。加强数字技能类

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探索推进数字产业领

域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与专业技术职称有效衔接。

(十 )创新完善数字人才激励机制。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科

研人才联合数字经济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鼓

励相关产业链链主企业建立总数据师制度,引 导设立特级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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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技师岗位,提高企业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落实并完善高校、

科研院所绩效工资动态调整机制,支持对从事数字领域基础研究

的人才建立以稳定性工资为主的绩效工资内部分配办法。支持高

水平大学、科研院所自主确定高层次人才薪酬激励范围时优先考

虑数字人才,对高层次人才实行绩效工资倾斜、年薪制、协议工

资制等激励方式。完善国有企业重大科技创新薪酬分配激励机制,

薪酬分配向紧缺急需的高层次和数字经济核心关键科技人才倾

斜。

五、依托产业引领,全力打造一流人才发展生态

(十一 )充分发挥市场在数字经济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积极培育数字经济专业人才组织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落

实社会化引才奖补政策,对引才成效显著的按规定予以奖补。充

分发挥国家级、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作用,鼓励发展数字经

济高端人才猎头等专业化服务机构,依靠市场力量汇聚资源,大

力引进和优化配置数字人才。支持数字经济园区比较集中的市,

开展数字经济人才市场、数字经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建设试点,

对数字经济人才引育效果较为突出、发挥作用明显的,在 申报省

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建设项目时,按规定予以优先支持。实施
“互联网+人力资源服务

”
行动,鼓励行业与大数据、云计算等新

技术融合发展,重点发展在线招聘、灵活用工、背景调查、数据

分析整合等数字化服务,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

(十二 )提升数字领域高层次人才服务保障水平。发挥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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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人才服务联盟作用,整合省市线上人才工作平台打造省集中

的
“
一站式人才服务平台

”,提升数字化服务高层次人才能力。

作出突出贡献的数字人才,优先纳入 “山东惠才卡
”
发放范围,

提供绿色通道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数字领域人才积极参与人才

相关表彰奖励项目申报评选,做好对入选人才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的先进事迹进行宣传推介,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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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22年 10月 8日 印发

校核人:尹宗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