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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的结构和素质对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成渝双城经济圈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给区域人才协同发展提出了新需求。本文以成渝双城为研究对象，根据成渝地区已发布的人才政策，构

建以引进人才定级、人才支持、人才培养和人才保障政策为四个维度的人才评价比较体系，对成渝的人

才政策进行比较，从中发现成渝双城经济圈人才政策协同发展过程中存在政策协同统筹规划不足、人才

资源分布不均、人才资源流动不畅等问题，并提出通过宏观统筹规划、建立协同共享机制、改革人才配

套制度等有效措施，推动成渝双城经济圈人才政策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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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lent is the first resource, and the structure and quality of talent is cru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Chengdu-Chongqing Twin Cities Economic Circle has been upgraded to the national strategic 
height, which puts forward a new demand for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alents. This 
paper takes Chengdu-Chongqing Twin C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tal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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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has been released in Chengdu-Chongqing area, constructs the talent evaluation comparison 
system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alent grading, talent support,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alent protec-
tion policy as the four dimensions, compares the talent policy of Chengdu-Chongqing, and finds 
that there exists the insufficient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overall plann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talent policy in Chengdu-Chongqing Twin Cities Economic Circle,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alent resources and the poor flow of talent resources. It also proposes to 
promote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talent policy in Chengdu-Chongqing Twin Cities Economic 
Circle through effective measures such as macro-coordinated planning, establishment of synergis-
tic sharing mechanism, and reform of talent suppor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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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近几年来，日趋激烈的抢人大战都表明人才对于一个区域的发

展是至关重要的。2020 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

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成渝地区构建双城经济圈已成为国家战略，要向纵深推进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的发展，人才的协同发展则是一个重要的牵引力驱动力与支撑力。因此，研究成渝双城经济圈的

人才政策，能为人才协同发展指明方向，将直接影响着未来成渝地区人才的引进与培育，而且在将成渝

双城建成人才高地方面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2. 文献回顾 

人才政策作为引领人才事业的指南针，在人才工作各个过程中起到了导向作用，明确了发展方向，

也成为学界及政府部门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对人才政策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 
在研究对象上，学者把人才政策研究的焦点放于京津冀、杭深广和长三角地区等发达地区。如岑朝

阳等(2021)以杭州与合肥为例，比较长三角各省会城市所出台的高层次人才政策，并提出改进建议[1]；
马双等(2023)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探讨人才政策对人才跨区域流动的问题[2]；薛琪薪等(2023)、
赵康等(2016)通过京津冀、杭深广的人才政策比较研究发现人才政策的不足[3] [4]；也有部分学者对成渝

地区的人才政策进行研究，主要分为外部比较、内部比较，外部比较如彭川宇等(2022)以量化方式将成渝

人才政策与长三角经济圈比较，分析不同经济圈人才政策的共性特征与差异，以此提出优化路径[5]；内

部比较如郑雪菲等(2020)从政策环境与政策内容两个维度比较成都与重庆的人才政策[6]。 
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多使用政策文本分析法、政策工具分析法对城市政策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刘

亚娜等(2019)、王一博等(2022)以近十年的人才政策为分析文本，建立政策分析框架，对京津冀地区、长

三角地区人才政策的政策工具运用与选择偏好进行评估[7] [8]；杨宇婷(2022)、张惠琴等(2019)、王炜等

(2023)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策价值等维度实证分析各地人才政策、政策环境的优劣、人才机制的适

用度，为优化人才政策提供参考[9]-[11]。此外，徐元晨等(2023)运用扎根理论，通过 DEMATEL 法验证

和识别影响人才政策的关键因素[12]；刘玉雅等(2016)以层次分析法的分析方式，从人才引进、培养和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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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三个方面比较北京、上海和深圳的人才政策，总结人才政策存在的问题[13]。 
在研究背景上，近几年学者倾向于将对各城市的人才政策研究与分析置于区域协同发展与区域人才

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如程婷等(2020)、张贵等(2017)、周德胜等(2021)、陈宝龙等(2017)试图通过研究长三

角、京津冀经济圈区域人才协同政策的优劣，提出优化路径以解决区域协同发展不畅的问题[14]-[17]。 
梳理上述文献可知，已有研究主要对象地区分布于北上广深沪杭等一线发达城市，对成渝地区的人

才政策研究较少，研究内容多以各单体城市人才政策互相比较或城市群之间进行比较为主，对于成渝地

区，分为成都与重庆人才政策的内部比较与成渝经济圈与其他城市经济圈的外部比较，很少有涉及到成

渝经济圈人才协同政策问题。本文以成渝双城经济圈人才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其人才定级、人

才配套支持、人才培养和人才保障政策方面的异同，剖析成渝双城经济圈人才政策的不足并提出优化建

议，从而为推进成渝地区协同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3.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根据 2023 年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指数，2023 年长三角、珠三角人才持续集聚，成渝、长江中游人

才持续净流出，吸引力排名显示成渝双城经济圈城市里只有成都、重庆、德阳、眉山与宜宾进入全国前

百，其中成都排名第 7 位，重庆排名第 27 位[18]。目前，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对于西部地区经济的增

长至关重要。然而，与东部地区相比，该地区的人才总量、质量和结构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综合实力

和竞争力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提高人才协同发展的要求极为紧迫，因此本文选择以成渝双城经

济圈的“双核城市”——成都市与重庆市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两城的人才政策并为人才政策的协同发展

提供建议。 

3.2.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根据构建的人才政策体系从引进人才定级和需求领域、人才专

业配套支持、人才专项培养体系和人才后勤保障政策四个方面对成都市与重庆市的人才政策进行对比分

析，结合分析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人才政策协同提升对策。 

4. 人才政策体系构建与比较 

4.1. 人才政策体系构建 

人才政策可分为人才政策内容，其中包括人才引进、培养、交流和人才激励等政策[19]。本文分析成

渝地区人才政策内容的异同，根据成渝地区发布的人才政策文件与内容构建人才政策体系。具体见下表

1。 
 

Table 1. Comparative talent evaluation system 
表 1. 人才评价比较体系 

政策体系内容 具体指标 

引进人才定级和需求领域 人才定级、人才需求领域 

人才专业配套支持 项目资助、经费支持 

人才专项培养体系 人才工程 

人才后勤保障政策 落户、住房、医疗、子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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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人才政策的比较 

4.2.1. 人才定级与需求行业 
不同城市经济发展所处的层次不一样，未来城市发展的目标不一样，这些都使不同城市人才引进时，

人才目标和侧重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成渝经济圈两个省会城市引入人才定级及对人才的需求行业见

下表 2。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talents introduced into Chengdu-Chongqing Twin Cities Economic Circle and industries in demand 
表 2. 成渝双城经济圈引进人才定级与需求行业 1 

城市 引进人才定级 人才需求行业 

成都市 

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国际顶尖人才(A 类)、国家高层次人才等国家级领军

人才(B 类)、省级杰出人才奖获得者等省部级领军人才(C 类)、相应的

国家和省、市级人才以及博士研究生等人才(D 类)、硕士研究生、相应

的专业技术人才(E 类)、本科大学生和相应的技能人才(F 类) 

科技创新、核心产业(铁路、新

能源汽车、新型材料、大数据)、
技术技能、教育卫生、基层治

理、乡村振兴、金融 

重庆市 

中国科学院院士等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的国家高层次人才(第一类)、
国家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人选(第二类)、国家级重点学科、技术带

头人(第三类)、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并在海外知名高等院校等单位具

备两年以上工作经历的海外高层次人才(第四类) 

汽车产业、摩托车产业、信息

产业、电子装备产业、医药产

业、材料产业、消费品产业和

新能源产业 

 
通过以上比较发现，成都市与重庆市在人才定级与需求行业方面划分标准与侧重点都不同，未有统

一的目标或标准。成都作为新一线城市，其发展基于软件信息技术、新能源交通产业、大数据和智能制

造等新兴制造业与产业，对新型科技、核心工业与创新行业的人才需求较高，侧重于吸纳国际型优秀人

才以及核心高科技行业的创新人才。并且由于成都承办大运会的缘由，也将运动型人才吸纳于人才领域

中，使城市的人才向高精尖发展的同时也兼顾人才多样化。重庆市近两年来对于人才引进的划分与需求

领域并未发生变化，依然以汽车制造、装备产业为核心，对人才的需求较为集中于科技类人才，主要推

动重点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也不断吸引国际优秀人才发展新兴产业。 

4.2.2. 人才专业配套支持 
人才专业配套支持就是为了吸引并保留优秀人才、为其成长提供与生活、工作有关的物质支持与制

度保障等政策支持，能够提升其工作满意度、激发其创造能力。它的具体政策内容通常将涉及资金支持

及资金奖励，科研项目的资助，生活便利的提供及平台的搭建等。成渝双城为吸引、留住人才也在这些

方面颁布了相关的人才支持政策，具体内容见下表 3。 
 

Table 3. Supporting policies for talent professionals in Chengdu-Chongqing Twin Cities Economic Circle 
表 3. 成渝双城经济圈人才专业配套支持政策 

城市 政策措施 政策来源文件 

成都 

成都根据定级层次的不同，对合格引进人才安家居住给予补偿，补偿额

度从 5 万元到 200 万元不等；对进境未取得签证的外籍优秀高层次人才

可在到达口岸时提出 R 字签证申请，入境时按规定获得居留许可；对具

有核心科技，创造创新力强，科学技术能转化成实际成果前景好的高科

技人才创新创业项目，以及各类科技项目给予支持。 

2016 年《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促进全面创新改革驱动

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 

普通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青年人才持毕业证到蓉可申请定居；

类属于成都发布的紧缺型人才赴蓉就业，皆能申请“蓉城人才绿卡”。 
2017 年《成都实施人才优先发展

战略行动计划》 

 

 

1 根据《成都市人才分类目录》(2023)《重庆市引进高层次人才若干优惠政策规定》《重庆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人才需求目录》

(2023~2025)政策文件整理而成。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8677


汪雪 
 

 

DOI: 10.12677/ass.2024.138677 88 社会科学前沿 
 

续表 

 
对入选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的人员，会优先重点推荐其申请国家级和省

级的科研项目或计划，并给予科研扶持资金；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的入

选者，同时享受“成都市突出贡献杰出专家”的待遇。 

2016 年《成都市引进高层次创新

创业人才实施办法》 

重庆 

对引进人才有创业、建立企业的人员，在投资及申报国家以及市级科研

项目上提供便利；对进境未取得签证的外籍优秀高层次人才可在到达口

岸时提出 R 字签证申请，入境时按规定获得居留许可；入选“鸿雁计划”

的人才，其用人单位给予人才年薪 5%的经费补助。 

2017 年《重庆市引进海内外英才

“鸿雁计划”实施办法》 

引进人才若调入事业单位或机关单位，能予以人才单位或机关编制；引

进人才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是在外地取得，不需经过在册认证，直接与

本市同级同类人员享受同等待遇。 

2009 年《重庆市引进高层次人才

若干优惠政策规定》 

支持建设优质平台，量身创设科研平台；支持建立队伍、独立支配资金，

独立确定技术路线；对能在渝成功将科研技术转化为科技成果的优秀科

学家，提供一次性的奖励补贴。 

2021 年《重庆市加快集聚优秀科

学家及其团队的若干措施》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成都市与重庆市人才配套支持的主要方式是资金支持和奖励、产业项目渠道支

持、发展保障等措施，对于国外的引进人才，也都能在居住及签证方面提供便利。而对于创业项目的平

台搭建、人才专业培训研修班、以及国际交流机会提供较少。再者，由于城市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

两个城市的人才政策着重点与目标方向不同。成都市拥有更好的经济实力，在资金支持与奖励补贴上的

力度明显大于重庆，资金支持的相关条目也更多。成都拥有西部地区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及医疗、教育

等很成熟的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通过资金吸引的形式就能对人才产生吸引力。而重庆实施的“塔尖”

计划，则是将重点指向了国际优秀科学家，支持团队建设、平台搭建、成果转化，能吸引国际科技型人

才，推动重庆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 

4.2.3. 人才专项培养体系 
人才专项培养体系针对人才本身所具有的不同专业或者优势来开展不同范畴的培养建设。这些培养

计划一般包括研修专班，人才交流培养、研学访问等方式，专项培养体系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人才提供

相符合的培养途径，为城市输送稳定的人才后备军。成都市与重庆市的人才培养计划见下表 4。 
 

Table 4. Talent training programme for Chengdu-Chongqing Twin Cities Economic Circle 
表 4. 成渝双城经济圈人才培养计划 

地区 人才工程 政策内容 政策来源文件 

成都 

成都工匠计划 
通过促进、带领核心技能人才优质规模性成长，大力培育

“工匠”人才，培育出一批能将成都建设成国际竞争力强

的现代产业人才。 

2018 年《关于实施“成都工

匠”培育五年计划的意见》 

高科技人才培养

引进计划 

高科技人才培养引进计划，其目标是构建一支以国内外优

秀高科技创新人才为核心，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人才为支撑

的高科技人才队伍增加联合培养工程博(硕)士高校范围，

支持企业选派人员参加工程博(硕)士联合培养。 

2016 年《“十大重要人才工

程”2016 年工作目标及措

施》 

“成都人才计

划”顶尖创新创

业团队项目 

打造一批以高层次人才为引领、创新性人才为支撑的国际

领先型创新创业团队，旨在能带领行业创新发展，推动区

域经济。 

2012 年《“成都人才计划”

顶尖创新创业团队项目实施

办法》 

重庆 
重庆市千名高层

次科研人员顶岗

培养计划 

有计划的推动重庆各行业人才与各高校、各科研机构、事

业单位、企业单位进行轮岗、顶岗培养，与北上广深、长

江三角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地区进行人员研学访问与培

训等交流等活动。 

2022 年《重庆市千名高层次

科研人员顶岗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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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百名学术学科领

军人才培养计划 

培养计划主要以资金支持形式，凡是入选“百名学科领军

人才”的人员，根据所在不同学科类给予 20 万至 50 万不

等的经费支持，按年度划拨经费，为其 4 年。 

2018 年《百名学术学科领军

人才培养计划实施办法》 

百名工程技术高

端人才培养计划 
培育一批能掌握核心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将科学研究转

化为实际成果，推动区域行业经济发展的高端人才人 
2013 年《重庆市百千万工程

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实施办法》 
 

通过对比可发现成都市的目标是通过世界一流人才的培养与集聚，将成都建设成为高科技产业、核

心制造业的重要集中区，新兴产业的重要研发地，它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以面向全球的主动引进、

重点支持培育为抓手，希望打造一批高层次领军型人才，能拥有一支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顶尖人才队

伍，使其在自主创新、成果转化、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能取得更大成效。重庆市的人才培养主要将紧扣

新兴支柱产业和优势主导产业，并且十分注重科研人才的培养与科学技术的突破方面。在培养方式方面，

重庆会更侧重于个人培养，成都不仅注重个人发展并且关切团队的共同成长。通过开展一系列的人才专

项培育计划，一方面能实现人才本身的可持续良性发展，为经济带来长久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也能形成

科学的城市人才管理体系，为城市发展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 

4.2.4. 人才后勤保障政策 
人才后勤保障是根据各类人才实际情况，在申请住房补贴，帮助人才配偶选择就业，保障子女入学

等方面积极帮助解决困难，提供安家费补贴、生活补贴、购房补贴等，解除外来人才的后顾之忧。人才

后勤保障主要包括户口落实、住房补贴、子女教育以及医疗支持等内容。成渝双城人才后勤保障见下表

5。 
 

Table 5. Chengdu-Chongqing two-way talent logistics policy 
表 5. 成渝双程人才后勤保障政策 2 

地区 人才落户 人才住房 子女入学 医疗保障 

成都 

具有普通全日制大学本

科及以上学历的青年人

才皆可在蓉落户。各行

业的技能人才若能在蓉

同一用人单位工作满 2
年，便可在成都落户。 

凡是属于成都市公布的急缺紧岗

位技能人才都可享受人才公寓优

惠服务，并且在租住一定年限后，

可享受优惠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人

才公寓；从外地赴蓉就业的本科

及以上应届毕业生，可享受在一

周内入住青年驿站的优惠政策。 

高层次人才，其子

女无论是否具有中

国国籍，在成都市

上幼儿园至普通高

中期间拥有一次入

学优待的优先机

会。 

高层次人才在就医时，可享

受提前预约就诊医生及其

他就医服务、翻译等医疗服

务。为高层次人才提供当地

的医疗保险服务；部分人才

还能在就医时享受优先就

诊的绿色通道权利。 

重庆 

重庆市引进的人才，其

配偶以及子女可以随其

户口一并调动，部分引

进人才可以申请领取

《重庆市外来人才工作

居住证》并享有本市市

民的待遇。 

引进人才满足已签订用人协议，

并满足一定年限的人员，可以领

取安家补助。其补助经费的比例

以人才定级与引进到不同的单位

决定，20%到 50%不等。 

对于随引进人才一

起迁入的其未成年

子女，拥有在当地

就学的优先选择

权。 

根据人才不同层次，一部分

引进人才能享受在规定限

额内的医疗费由用人单位

全数负责的福利；一部分引

进人才能享受用人单位每

年提供的体检、疗养等项

目。 
 

通过比较发现，成都市与重庆市的人才后勤保障范围均涉及户口落实，住房补贴，子女教育和医疗

支持等问题，从衣食住行上实实在在地为人才排忧解难。并且在落户及住房方面，便利覆盖的人群范围

较广，成都实行大学生持毕业证落户，且能在择业前期免费入住青年驿站，这为大学生人才提供了很好

的就业创业机会与平台。成都市与重庆市在人才保障政策方面相差不多，两个城市为了打造国际竞争力

人才强市，持续吸引和集聚各类人才创新创业，尽最大努力从生活方方面面方便人才，营造良好工作和

 

 

2根据《成都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和《重庆市引进高层次人才若干优惠政策规定》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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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环境，使之能建设具有国际一流人才资源储存地，拥有国际强竞争水平的人才实力聚集地。 

5. 成渝双城经济圈人才协同政策面临的问题 

5.1. 人才政策协同统筹规划不足 

根据对成都市与重庆市的人才政策梳理，可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才政策上，成都市与重庆市人

才政策差距较大。成都市与重庆市的人才划分等级认定标准并未统一，配套的人才政策也是各自为政，

经过以上政策的梳理，可以看出基于成渝双城经济圈协同化发展，进行统一安排和谋划的文件极少。另

外，若要整体协调两地人才发展，也应有专设的部门来负责相应事项，关注两地的人才交流合作、人才

互通存在的问题等。区域人才合作机会不多，合作平台也未搭建完善，造成成渝双城经济圈地区内人才

合作不畅，两地间的人才协调效率也较低。并且由于经济圈区域内并未建立起统筹的人才交流机制与政

策，使得两地人才的交流项目不能统一，标准不一，不利于成渝人才长期的合作与交流。 

5.2. 城市“虹吸”效应导致人才资源分布不均 

城市“虹吸”效应导致人才资源分布不均。城市“虹吸”效应指的是中心城市依靠周边小城市的积

聚资源要素而成长，导致外围城市由于大城市的吸纳而缓慢发展的现象。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

过程中，成都在城市响应力和城市潜力等方面存在着更大的地理空间优势，且成都因其卓越的工作平台

和资源获取优势，吸引了周边城市的人才，导致双城经济圈的人才汇聚于此，而其他城市的人才则流失，

进而形成了人才资源分布不均的现象。就如“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报告所显示，成都的人才来源

地排名位居首位的就是重庆，成都吸引了重庆 10.8%的优秀人才流入[18]。 

5.3. 人才资源流动不畅 

地区经济的高效引领需要高层次人才的有效配置和合理流动，而这取决于该地区各个经济承载区是

否实现了一体化的战略规划。因此，只有在成渝两地之间建立合理的人才交流机制，才能保证人才资源

高效的配置与有效的利用，推动成渝经济圈协同发展。区域间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并不是决定人才资源配

置的唯一因素，而是取决于各地地方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程度。尽管成渝地区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但由

于人才资源配置的障碍，人才的经济效能无法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这也导致了成渝地区新兴产业高端

人才的明显匮乏，形成了尴尬的局面。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高端人才的引领作用，成渝两地必须

建立一个跨区域一体化的人才政策框架，有效分配跨区域的人才利益机制，以确保两地的利益得到合理

分配。唯有跨越利益共享的障碍，才能真正实现人才资源的高效配置，从而推动人才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5.4. 各地人才争夺大于人才共享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想要使区域内能够做到一体化发展，就需要该地区各个要素能够顺畅地分享与

协作，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人才要素。然而当前双方正使出浑身解数招揽人才，一场人才争夺大

战正在进行。两地政府为了能够顺利地吸引本国和国外优秀人才而不惜重金开出种种优厚的引进条件，

并在此情况下各地区相互竞价，它的人才价值已经不符合人才价格，使国家财政和科研资源白白浪费掉，

人才引进已经偏离合理化轨道，使得两地协同发展态势受到破坏。 

6. 成渝双城经济圈地区人才政策协同化提升对策 

6.1. 宏观统筹规划，形成区域协同 

首先，在城市群范围内制定统一的人才认定标准。由于成渝两地在人才引进等级认定方面的标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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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未能形成统一的衡量标准体系，因此会出现成渝双城经济圈人才质量出现能力相同，但划分的级

别不同的情况，不利于人才培育。为此，成渝两地应从区域人才整体发展角度进行布局和协调，将成渝

地区各市纳入统一规划之中，明确建立出一个宏观的统筹规划，出台人才认定的统一标准、与此同时，

人才等级之间的相互承认也能使得他们在区域间流动时享有相同待遇，削弱了区域锁定效应并有助于推

动人才的区域间流动。二是要优化政策的执行和落地环节。切实将政策落到实处，让政策与地区产业发

展状况相符，推进两地协同共建起能扎实服务于人才的科技高地、经济高地。三是要强化对人才流动机

制的完善和保障。要密切关注地区主导产业的发展需求，可以通过协同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共建成渝

地区重要工业制造中心合作联盟、国内外高端领军人才联动平台，为两地人才合作培育搭建畅通渠道。 

6.2. 人才协同共享机制，促进人才流动 

要使成渝两地人才畅通合作交流，就必须完善统筹规划、标准一致的人才交流机制，从制度政策下

手，打通阻碍因素。搭建一个区域合作交流互动平台，实现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共享，该举措能有效协调

两地间具有差异性的人才政策，并且也能为两地的人才合作提供有益的支持。例如可以两城共建经济圈

人才储备库、运用互联网开发人才对接系统等措施，专设基地实现两地常态沟通，同时举办高层论坛、

行业协会日常交流活动，人才交流论坛等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逐渐形成良好的人才交流氛围与平台，

实现两地跨区域人才共同培育、共同使用，更好互通与交流，解决区域间协同发展问题。 

6.3. 构建人才服务平台，优化供求双方 

构建成渝双城经济圈人才资源信息库、优化人才资源注册管理、架起人才政策桥。建立起人才共享

机制与专项部门，两地资格认证互认、人才相关事务处理标准一致，实现区域间人才事务互通互办，并

提高部门服务水平与服务效率。以流动人才电子档案系统数据共享与开放为助力，进一步优化那些流动

于两地分支机构高端人才服务保障工作，进而提升服务质量。多措并举构建一体化人力资源市场体系，

实现人力资源服务及产业协同发展，重视高端猎头机构的引进及培育，为成渝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合

作发展提供更多可靠保证。联合研究制定综合性双城人才合作交流利益补偿政策为成渝经济圈人才异地

创新创业解除后顾之忧。 

6.4. 改革人才配套制度，实现公共服务一体化 

全面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以此来消除各地区间社会保

障差异性，达到公共资源均衡与平等。推动成渝双城经济圈异地就医费用由直接结算制度转变为跨区域

医保费用结算制度，推动成渝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使成渝两地在教育，交通，社保领域逐步走向一体

化，并最终形成全方位，系统化成渝一体化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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