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十百千万百万”人才工程政策
绩效评价整改方案

根据“十百千万百万”人才工程政策绩效评价报告的有

关意见建议，为切实做好本次政策绩效评价发现问题的整改

工作，严格落实相关问题的整改措施，切实保障人才政策有

效实施，现根据各责任单位报送的整改措施，总结形成本整

改方案。

一、整改内容及措施

（一）部分子政策与人才工程目标符合程度不高，政策

内容的科学合理性需要进一步提升

1.个别子政策的制定未能充分有效地体现政策总体目标

情况说明：该问题主要提及“东莞市青年文艺人才培育

与推广”子政策，尽管符合青年文艺人才的需求，但与“科

技创新+先进制造”城市定位没有直接的关联。

每一轮人才政策的制定均为系统性工程，政策主要从人

才工作发展和生活两方面予以支持保障，其中文化艺术是从

生活方面引才留才的重要途径之一，青年文艺人才作为丰富

人才生活范式、营造城市爱才氛围、吸引高层次人才留莞生

活的基本人才组成而给予一定支持。责任单位市文广旅体局

反馈，近年来在舞台文艺作品中，已经使用了国内外先进的

声、光、电等舞台设备和技术手段，部分先进装备来自于东



莞本土，这些也是文艺人才支持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

造”的具体体现。

整改措施：下一步在制定新一轮“1+6”人才政策中，

将与市文广旅体局针对“东莞市重点布局的产业需求”为牵

引，加强青年文艺人才选树培育的同时，也加强青年文艺人

才在文艺创作中与“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等东莞城市特色

元素的融合引导，宣扬东莞积极城市形象，吸引更多人才来

到东莞、爱上东莞、留在东莞。

2.大多数子政策奖补条件比较明确，但部分政策奖补条

款未能明确界定

情况说明：该问题主要对于《中共东莞市委组织部关于

印发〈东莞市百名博士专业人才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东

组通〔2022〕12号）中“特别优秀的年龄可适当放宽”，未

对“特别优秀”进行明确界定，不利于奖补对象申报。实际

上政策实施过程中，已补充发布《东莞市百名博士专业人才

计划实施方案》补充细则。补充细则内对于适用于放宽年龄

的申报者条件有详细说明：“‘纳入百名博士计划’的博士，

对毕业于985、211、双一流大学（学科）、世界排名前100（以

招考当年的学校排名来界定，QS世界大学排名及U.S.News

世界大学排名均可）等高校的，可放宽至37周岁及以下；对

获得副高级职称的，可放宽至41周岁及以下；对获得正高级

职称的，可放宽至45周岁及以下。”

整改措施：在之后的新一轮人才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加

强过程管理，对于后续印发的补充细则等文件，加大宣贯力



度，提高各类申报人才对政策的知悉度，方便符合条件者申

报。

3.大部分子政策奖补标准有一定合理性，但部分子政策

与当前东莞市发展状况吻合程度不高

情况说明：该问题认为人才工程政策中“万名创新创业

人才计划”中，“大力吸引本科生来莞留莞发展”涉及对本

科生进行新引入人才补贴、能力提升培养资助以及见习补贴

的奖补等与东莞当前经济发展状况吻合度不高。由于本科学

历的人才引进是“十百千万百万”人才工程政策中的重要一

环，本科毕业生人数的急剧增加并不意味着对于本科生人才

的“引、用、留”不符合城市发展。本科生在东莞“科技创

新+先进制造”的城市元素中起到基石作用，是提升全市整

体知识水平的关键。

整改措施：针对于近年来本科生毕业人数急剧增加，结

合东莞当前经济发展状况、吸引各类人才的来莞发展的实际

需求以及新一轮政策的资金盘子情况，在新一轮“1+6”人

才政策调整中对于以本科生为奖补对象的政策条款进行调

整。

4.部分子政策未能满足重点企业对高端人才的需求

情况说明：该问题反映与人才访谈发现，东莞市百名博

士专业人才计划实施过程中重点民营企业对博士的吸引力

不足，影响了人才引进的整体效果。而对于其他人才政策，

如特色人才政策，新认定的人才主要集中在高校、科研院所

等传统领域，而企业人才占比相对较低。



整改措施：创新人才评定机制，实现“用人的评人、评

人的用人”，在特色人才政策认定、评定两种方式基础上，

创新举荐自评作为第三种评价方式，将人才举荐自评权交给

我市重点支持的重点产业领域企业、科研院所、重点研发平

台、大科学装置等用人单位，支持其举荐自评的人才直接纳

入东莞市人才分类评价目录支持范围，以增强企业对中高层

次人才的吸引力。

5.部分子政策执行效率需进一步提升

情况说明：该问题认为部分子政策在推动引育人才方面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政策惠及面有限，选树人数与预期目标

仍有差距。如“技能领军人才认定评定”截止统计时共选树

人才37人，人才选树率偏低，且主要集中在个别领域，惠及

面有限。

整改措施：通过与责任单位市人社局沟通研究，下来提

高东莞技能领军人才政策的执行效率，在2025年计划选树38

名东莞市技能领军人才，聚焦东莞“科技创新+先进制造”

城市定位，重点从新型工业化、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等

领域选树技能领军人才。

（二）管理制度有待健全，制度执行有效性有待提升

1.部分子政策绩效管理规范性有待提升

情况说明：该问题认为，从绩效目标合理性上看，本政

策未见明确清晰的整体绩效目标及绩效指标，仅提供了部分

子项目绩效目标，同时部分子政策的绩效目标设置和质量指

标设置不够科学合理。



由于“十百千万百万”人才工程政策涉及多个部门、领

域的多项子政策，较难设置统一的绩效考核指标，主要通过

督促各责任单位制定子政策的绩效考核目标。

整改措施：在接下来的新一轮“1+6”人才政策体系调

整中，我部也会积极同各责任单位加强联系，督促各责任单

位做好子政策的绩效考核工作，保障政策有效落地，为东莞

招揽更多人才。针对于子政策绩效指标设置不够科学、关联

性、可衡量性不足的问题，我部已与各责任单位进行研究，

各单位在之后的政策调整中，要进一步研究理解透政策，科

学合理制定绩效目标，加强过程管理。

2.部分业务管理制度规范性及项目质量可控性仍待优化

情况说明：该问题提到，在政策文本中仅对项目整体完

成的及时性做出了粗略规定，未见对各子项目完成及时性要

求和对政策具体实施节点要求。由于“十百千万百万”人才

工程涉及部门、领域较多，不同子政策的具体执行时间节点

较难统一设定，我部主要督促各单位按照相关子政策的进度

设定开展引才工作，并定期向我部报送阶段性成果。

整改措施：在接下来新一轮“1+6”人才政策体系调整

中，针对于各子项目的完成及时性，结合子项目的实际开展

情况，根据相应的关键成果节点进行及时性要求。对于政策

执行情况加强过程监督管理。

3.部分子政策财务制度的健全性和支出合规性尚需改进

情况说明：该问题中提到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的

2023年记账-10-0054凭证中，所提供的发表项目名称为“设



计服务·策划与制作费”，未见策划与制作费结算明细清单。

根据与市文广旅体局沟通，此项目按照合约要求验收包括节

目单、海报、背影视频、演出录像及演出现场照片等，验收

小组已对相应该验收材料进行逐项核对。合约并未要求提供

结算明细清单，因而未对这些验收材料整理成清单形式。

整改措施：对涉及到的政策文本中缺少对项目整体组织

管理、风险防控、政策宣传详细规定以及奖补程序的规范问

题，在接下来的新一轮政策调整中，我部将会同各责任单位

就这些部分进行研究，进一步补充完善人才工程政策和相应

的财务制度，确保实施过程有效监督。

4.部分政策执行单位归档工作有待完善

情况说明：在各单位提供的数据对比中发现，我部提交

的《东莞市人才政策实施情况调查》中引进博士专业人才数

量210名与数据归档单位提交的228名存在差异。该差异主要

是由于两个数据统计截止时间存在差距，同时部分归档单位

在统计博士专业人才引进人数中错误额外统计了党政国企

引进博士人才数量。

整改措施：在接下来的人才政策实施过程中，加强各责

任单位对于数据归档工作的规范性，按时准确报送各类数据，

做好数据的核查和比对工作，确保统筹数据与分项数据的真

实性、完整性。

（三）政策宣传效果不佳，部分政策知晓率低

情况说明：根据问卷调查、座谈会中已申领补贴的人才

反映，与其类型相同的人才存在并不知晓该政策的情况，且



部分人才是因为申领成功的人才示范效应才会去申请补贴。

因此政策评价认为部分子政策的公开宣传程度不够，政策知

晓度低。

整改措施：结合新一轮政策调整，积极和各责任单位一

同展开合作，通过多角度多渠道、精准推送的形式，鼓励责

任单位深入企业、高校和人才开展宣讲会等。对于涉及保密

性的政策补贴，通过做好对象审核、目标调查工作，对政策

目标对象开展定向宣传。

（四）人才工程政策考核体系和评价机制及有效性需加

以完善

情况说明：对于“市委组织部尚未制定完善的百名博士

考核指标体系和考核机制”的问题，由于百名博士涉及的行

业、领域众多，我部较难制定统一性的考核标准。具体的引

进人才的考核均由各用人单位自行制定开展考核，我部督促

各单位按时开展并上报考核情况。自收到政策评价报告后，

我部也与各责任单位进行沟通，要求各单位参照评价报告提

出关于考核设置的问题进行整改。

整改措施：在新一轮政策调整中，督促各责任单位对相

应的子政策制定好绩效考核制度。绩效考核要充分适配政策

制定的初衷，绩效考核的设置尽量要明确及时率、完成率、

产出指标等具体目标，具备可操作性、合理性、科学性，能

够较好的反应今后政策实施的效果。

（五）人才的后续培养工作重视程度有待进一步优化

情况说明：政策评价在与人才的座谈中发现，有博士表



示，对于其个人未来面临的职业发展问题，相关部门关注力

度不够。对此我部在之后的政策执行中也将加强与引进人才

们的沟通工作，及时了解工作、生活情况，切实做好人才服

务工作。同时，对于获得国家级项目资助的博士后，地方政

府暂无明确的配套资助政策导致其后续发展困难。关于博士

后出站的资助配套政策，在《东莞市博士后管理工作实施办

法》中已有明确的条款，今后也将落实好该项政策的实施工

作。

整改措施：进一步加强引进人才后续发展的关注，聚焦

人才的工作、生活动向，切实做好人才服务工作。对于博士

后留莞的职业发展问题，我部与市人社局进行了沟通研究。

一是接下来会落实《东莞市博士后管理工作实施办法》中对

于博士后出站留莞工作扶持，给予5年50万元出站资助。二

是落实《东莞市特色人才特殊政策实施办法》，将优秀出站

博士后留莞工作纳入四类人才目录，做好认定工作。三是将

优秀出站博士后纳入新一轮人才政策调整的扶持范围内。对

于其余政策中涉及人才培养的问题，在新一轮政策调整中对

有关方面进行支持，督促责任单位落实好各项政策对于人才

培养的条款，例如新一轮的政策调整中《东莞市支持人才培

养与素质技能提升实施办法》就有人才培养提升方面的支持，

市委金融办表示下来拟开展金融英才研修班、专才培训班等

人才培养活动，落实金融人才的引育、培养工作。

（六）部分子政策奖补兑现效率偏低，资金申领的便捷

程度有待提高



情况说明：经过与各责任单位了解，各责任单位开展子

政策的奖补兑现均按照相应的文件规定程序执行。每年奖补

申报受理频率仅一次，在客观上的确造成了获得奖补时间较

长的现象。

整改措施：针对于奖补兑现效率偏低、资金申领便捷程

度待提高的问题，在接下来的政策调整中，我部也将就该内

容与相关部门进行磋商，提高奖补流程效率和便捷程度，保

证奖补措施切实给到真正留莞的人才手中。探讨优化各环节

审核流程、资金拨付机制以及完善人才补贴申请系统等，切

实提升人才补贴申领的体验感。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对照整改方案，落实各项措施。针对整改方案提

到的各项问题，我部将督促各责任单位参照各自制定的整改

措施，对于能够即刻整改的问题，严格落实整改，提升“十

百千万百万”人才工程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新一轮政策调整，加强商讨研判。抓住新一轮人

才政策体系调整的窗口期，对此前政策中不够合理、不符合

当前东莞发展需求的条款进行调整。力争在新一轮的人才政

策实施中可以更进一步提高东莞的引才吸引力，做好“筑巢

引凤工作”，让人才政策目标更明确，执行过程更高效，人

才满意度、感知度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