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高层次人才引进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健全集聚人才体制

机制，吸引更多优秀高层次人才服务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更

好地为“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实干兴赣”提供

智力支撑和人才保证,根据《中共江西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和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

策措施的实施意见》有关要求，结合江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引进高层次人才遵循以下原则：

（一）服务发展。紧密围绕江西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主动

服务一带一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支持赣南等原中央

苏区振兴发展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等重大战略需要，

特别是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驱动发展，提升人才贡献

率。

（二）以用为本。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决定性作用、用人单

位主体作用和政府推动作用，重点引进全省经济社会急需紧

缺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团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三）高效便捷。创新激励政策，完善配套服务，简化工

作流程，营造良好环境，为高层次人才及用人单位提供高效

便捷的服务。

第二章 对象条件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高层次人才，是指从省外、海外全职

引进到江西创新创业的以下四类人才：

第一类：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第二类：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

科院百人计划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入选人员，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的专家；

第三类：省部级重大人才工程入选人员；

第四类：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或博士学历、学位，且

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紧缺的人员。

第四条 除两院院士外，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年龄一般应在

50 周岁以下。

第三章 人才认定

第五条 申报。用人单位与高层次人才签订 3 年以上服务

合同后，填写《江西省引进高层次人才审核认定申报表》，

核实相关证明材料并提出引进理由，按人事管理权限逐级上

报至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第六条 认定。本办法第三条第一、二类人才，由省委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直接认



定，并核发《江西省引进高层次人才服务卡》；本办法第三

条第三、四类人才，由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相关专家评审认定，并核发《江西

省引进高层次人才服务卡》。用人单位和高层次人才凭《江

西省引进高层次人才服务卡》，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优惠政策

和服务便利。

第四章 优惠政策

第七条 编制管理。引进高层次人才时，空编单位所空缺

编制应优先用于高层次人才引进；满编或超编单位，按照“先

核编进入，后逐步消化”的办法引进。

第八条 岗位聘用。用人单位在没有空缺岗位的情况下，

可以向设区市以上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为高层

次人才设置特设岗位。

第九条 工资待遇。工资待遇由用人单位与高层次人才协

商确定，可不计入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量。鼓励用人单位对

高层次人才实行期权、股权和企业年金等中长期激励方式。

第十条 生活待遇。第一类人才按我省有关规定享受相关

生活待遇，即每月 10000 元的生活津贴，享受副省级干部医

疗保健待遇，住房不低于 150 平方米，配备工作用车和工作

助手。其他高层次人才生活待遇由用人单位与高层次人才协

商确定。



第十一条 职称评定。高层次人才可不受资历、“台阶”

等限制，按留学回国人员或有突出贡献人才专业技术资格审

定办法，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特别优秀的博士后可申请

认定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取得省外专业技术资格的，经政

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确认后，享受本省同类人员待遇。

第十二条 科研服务。高层次人才享受我省现行的优惠政

策，在申报国家和省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省科学技术奖和

省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时，同等条件下，科技部

门应优先立项、优先推荐，并搞好相关服务。本办法第三条

第一、二类人才，可直接入选“赣鄱英才 555 工程”之“创

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享受相应支持政策和科研资助资金。

第十三条 税收优惠。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按照国家统一

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以及由省级人民政府颁发的科学、教

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方面的奖金免征个人

所得税；对引进的外籍高层次人才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

形式取得的住房补贴、伙食补贴、搬迁费等，可免征个人所

得税。对海外高层次人才进口自用的 1 辆小汽车，可凭公安

部门出具的境内居住证明、国家外国专家局或其授权单位核

发的专家证办理车辆购置税免税手续。海外高层次人才因科

研、教学急需，需从境外进口少量科研教学用品，或申请进

口合理数量的工作、生活自用物品，海关按国家有关规定办

理减免税手续。



第十四条 出入境和居留服务。持外国护照入境的海外高

层次人才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可申请办理签证或长期居

留证件，居留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自受理之

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办结。符合条件且申请材料齐全的，可

申请办理永久居留手续，居留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

理机构自受理之日起 50 个工作日内上报公安部审批。

第十五条 户籍办理。高层次人才可在服务地（居住地）

申请落户或办理居住证，配偶、未婚子女及父母可随迁或申

请办理居住证，拟落户地（居住地）公安机关自受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办结。

第十六条 社会保险办理。用人单位应按有关规定及时为

高层次人才办理或接续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各项社会

保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优先办理相关手续。鼓励有条

件的用人单位为高层次人才建立补充社会保险及购买商业

补充保险。

第十七条 配偶安置。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安置由用人单

位妥善解决，本办法第一、二类人才的配偶就业安置可比照

驻赣部队随军家属安置办法操作。

第十八条 子女入学。高层次人才子女申请转（入）我省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普通高中就读的，根据本人意愿和实际

情况，由其父母服务地或居住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按免试就

近入学原则优先办理转（入）学手续，不收取国家规定以外



费用。非江西省户籍子女，在江西省就读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和普通高中期间，享受江西省户籍学生同等待遇。

第十九条 奖励补贴。省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对省属事业单

位引进高层次人才给予一次性奖励补贴，引进第一、二、三、

四类人才分别按每人 100 万元、20 万元、5 万元、2 万元的

标准进行奖励补贴，其中在南昌市的省直属高校引进博士不

再予以奖励补贴。

第五章 服务管理

第二十条 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在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

组领导下，由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会同省直相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建立江西省引

进高层次人才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引进高层次人才

工作涉及的相关重大事项，日常工作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承担。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精心做好服

务工作，对未按要求完成服务工作的，将对相关部门负责人

和责任人予以问责处理。

第二十一条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每年面向全省范

围开展高层次人才岗位需求征集工作，并以“江西省引进优

秀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工作办公室”名义，在相关国家级、

省级新闻媒体上发布江西省高层次人才引进公告，不定期组

织省内单位赴国内外高层次人才集聚地开展各类宣传推介

活动。



第二十二条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牵头建立江西省

引进高层次人才信息库，实行定期更新、动态管理的网络化、

信息化服务，及时了解掌握引进人才有关情况。

第二十三条 在省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引进高层次

人才工作经费，用于开展高层次人才引进公告发布、评审认

定、宣传推介、招聘组织、奖励补贴等工作。

第二十四条 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实际，研究制定本地区、

本部门高层次人才引进实施办法，成立引才工作机构，安排

引才工作专项经费。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设立引进高

层次人才绿色服务通道，为办理引才手续提供高效服务。

第二十六条 各用人单位要创新工作机制，搭建事业平

台，营造有利于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为高层次

人才的工作、生活提供便利服务。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除享受本办法规定的相

关服务措施外，同时享受我省同类高层次人才相应的优惠政

策。

第二十八条 高层次人才及引进单位提交的申报材料应

真实有效，对弄虚作假者，给予取消引进资格、追缴奖励补

贴资金、通报批评等处理。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此前有关规定与

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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