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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0 年人才咨政工作的通知

各区、各部门，各位专家、各位人才：

自 2018 年我市启动专家人才咨政以来，此项工作受到

人才积极响应和广泛好评，连续两年获得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批示肯定，咨政报告及时转发相关职能部门吸纳落实，

为提升科学决策和工作水平提供支撑。为鼓励人才继续为全

市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现启动 2020 年人才咨

政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一、主要咨政内容

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对福建、厦门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推进落实市

委十二届十次全会、2020 年市“两会”部署，聚焦关系全

市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以及我市产业转型、

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鼓励相关产业领域、研究领域的专

家人才开展咨政建言。

为便于人才选择认领咨政专题，梳理提出了新形势下我

市做好招商引资工作的对策研究、支持我市“三高”企业倍

增发展的思路举措、打造厦门新经济发展高地的对策研究等

10 个专题咨政课题研究项目。

同时，鼓励人才发挥所学所长，围绕社会关注的焦点问

题、创新创业中遇到的共性问题等，找准咨政切入点，从厦

门实际出发，借鉴先进地区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

二、咨政形式

1.认领专题咨政。由专家人才个人或组建咨政小组认领

2020 年人才专题咨政课题研究项目（见附件），认真开展研

究，提出具体策略建议。专题咨政报告篇幅 8000 字左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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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前书面提交至市委组织部人才局或将咨政报告文档发

送至邮箱。

2.自主选题咨政。鼓励人才发挥所学所长，围绕社会关

注的焦点问题、创新创业中遇到的共性问题等，自主选择咨

政课题，自主选题咨政报告篇幅在 3000 字以内。常年开展，

完成后书面提交至市委组织部人才局或将咨政报告文档发

送至邮箱。

3.调研研讨咨政。结合专家人才专题培训班、国情研修

等活动，召开座谈研讨会，向高层次人才、专家通报近期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及人才工作情况，征集人才专家的意见

建议。依托高层次人才协会，组织人才实地走访调研，围绕

产业升级、企业转型、政府服务等建言献策。

三、咨政成果运用

1.强化决策参考。咨政报告将择优汇编成册，呈报市委、

市政府，并转相关部门吸纳落实。

2.突出简洁精炼。咨政建言报告突出立意准确、观点鲜

明、言之有物，避免客套，重在“干货”。要小切口、大分

析，所提建议措施要切合厦门实际，确保精准性实效性。

3.加强经费支持。建立完善咨政建言奖励机制，对形成

较高质量人才咨政建言报告的，将给予适当调研经费资助，

并颁发荣誉证书，以资鼓励。

联系人：张晓勇 电话：2893883

邮箱：szrcc@163.com

附件：2020 年人才咨政建言课题研究选题建议

中共厦门市委组织部

2020 年 3 月 30 日

mailto:szrc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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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人才专题咨政课题研究项目

1.新形势下我市做好招商引资工作的对策研究

研究内容：招商引资是事关厦门未来的战略选择。去年

招商大会以来，我市掀起新一轮招商引资热潮，取得较好成

效。疫情当前，如何抓住全球供应链重整的契机，开展“大

招商、招大商”，是当前招商引资工作的重要课题。从厦门

产业结构、区域优势等实际出发，围绕重新招商方式、优化

招商环境、建优招商队伍等方面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的建

议对策。

2.支持我市“三高”企业倍增发展的思路举措

研究内容：“三高”（高技术、高成长、高附加值）企业

是产业升级的领头羊，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我市

把培育发展“三高”企业，作为加快现代产业跃升发展的重

要抓手。要从企业成长规律出发，细化提出进一步完善“三

高”企业全周期梯次培育体系的思路举措，更好地满足企业

技术需求、经营需求、人才需求，实现倍增发展。

3.打造厦门新经济发展高地的对策研究

研究内容：新经济是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基

础上，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内容的新

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态。围绕厦门如何抓住新经济、新基建

发展机遇，充分发挥产业优势，积极挖掘发展潜力，不断补

齐经济短板，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引领区、平台经济集聚区、

智能经济先行区，精准提出发展思路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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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厦门金融产业发展现状和对策研究

研究内容：目前我市金融业已初具规模，去年全市金融

产业促进大会提出，要把厦门建设成为区域金融中心、金融

科技之城。通过分析我市金融产业发展现状，掌握我市在全

省、全国金融产业发展布局中的定位，针对存在的薄弱环节，

研究提出有针对性对策建议。

5.加快全市文化旅游会展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研究内容：随着金鸡百花电影节长期落户、启动申报历

史文化名城等契机，我市文化旅游会展产业迎来跃升勃发的

大好时机。但同时也面临文化旅游会展产业规模还不够大、

文化旅游资源有待深度开发等不足，要对比分析国内外旅游

城市发展历程，总结借鉴经验，推动我市文化旅游会展产业

高质量发展。

6.把厦门建设成为高水平健康之城的对策建议

研究内容：近年来，我市卫生和健康事业快速发展，特

别是疫情防控以来，医疗卫生机构不仅为全市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提供最有力保证，还组织医疗专家驰援武汉，展现了

我市较高的医疗服务保障水平。但与全市人民的新期待相比，

医疗服务保障能力还需提升、健康事业发展还有较大提升空

间，坚持问题导向，结合本次疫情防控，围绕加快建设高水

平健康之城提出对策建议。

7.加快建设教育强市的对策研究

研究内容：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从优化教育资源布局、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引进培育高校院所、统筹推进多层次学

历教育等方面，分析厦门教育事业发展的现状，针对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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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环节，立足加快推进教育强市建设，提出针对性建议对

策。

8.持续落实跨岛发展战略的对策研究

研究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 2002 年调研厦门时提出的

“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部署，为厦门优化城市空间布

局、提升城市发展能级指明了方向。重点研究当前如何深入

推进岛内大提升、岛外大发展，加速岛内外一体化，全面提

升基础设施和城市治理水平。

9.关于促进两岸人才融合发展的研究

研究内容：厦门始终坚持落实中央对台大政方针，充分

发挥对台前沿平台优势，着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

在促进两岸人才交流融合方面推出系列创新举措。围绕拓展

同等待遇、创设载体平台、扩大资格互认、促进青年往来等

方面，开展研究分析，提出创新思路和举措。

10.吸引高校毕业生来厦留厦就业的对策建议

研究内容：高校毕业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人才、储备人

才，当前各地纷纷出台优惠政策，招揽高校毕业生。厦门如

何在毕业生招引中突围而出，吸引更多高水平高校毕业生来

厦留厦发展，是当前招才引智的重要工作。通过分析毕业生

就业形势，对比厦门在全国同类城市中的竞争力，提出针对

性对策建议，进一步增强城市人才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