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 «吉林省企业引进人才特设岗位管理

办法 (试行) » 的通知

吉人社联 〔２０２４〕５１号

各市 (州)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长白山党工委组织

部、长白山管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梅河口市委组织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驻吉中直有关部门、

单位,各用人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和一

中、二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关于重点产业人才工作

的部署要求,根据 «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激发人才活力

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措施» (吉发 〔２０２２〕１８号)相关规定,

制定了 «吉林省企业引进人才特设岗位管理办法 (试行)»,现将文件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中 共 吉 林 省 委 组 织 部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２０２４年６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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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企业引进人才特设岗位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贯彻落实省委人才领导小组办

公室 «关于以人才工作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吉人办字

〔２０２４〕１号),充分发挥人才政策在吸引、留住、用好人才中的激励作

用,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和吉林省战略使命,加快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

紧缺专业人才,根据 «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激发人才活

力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措施»(吉发 〔２０２２〕１８号)相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企业引才特设岗位是根据企业发展需要,经批准在企业设

置专门用于吸引集聚人才的岗位,具体分为A、B、C、D类四个层级.

主要用于支持企业引进 “高精尖缺”专业技术人才.

第三条　企业引才特设岗位一般在管理制度完善,竞争择优、能上

能下用人机制健全的企业中设置,主要面向汽车、轨道交通、生物医

药、光电、碳纤维、新能源、人工智能、旅游等重点领域企业.

第二章　岗位条件

第四条　近三年曾入围世界５００强、中国５００强、中国民营企业

５００强榜单的企业,A股上市公司,国家和省级 “专精特新”企业,用

工人数３０００人以上的民营企业、５０００人以上的国有企业,围绕本省重

点产业项目、重要发展方向、重要工程项目所需,拟高薪引进人才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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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情形之一的,可申请设置引才特设岗位:

(一)海内外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专门人才及其团队;

(二)承担国家、省级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研究项目或课题,确需

引进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三)入选国家级重点人才支持计划,获得国家级奖项或荣誉称号,

以及受国家、省 (市)政府表彰的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四)为本省经济、技术、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且在本行业、领

域产生较大影响的专业技术人才;

(五)根据企业发展需要,确需设置特设岗位的.

第五条　企业引才特设岗位实行突出重点、保障急需、总量控制.

特设岗位数量原则上不超过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总量的１％,总量不超

过１０人.特殊情况可 “一事一议”进行设置.

第六条　企业引才特设岗位的任职条件应高于本单位或本行业相应

常设岗位的要求,并制定相应的岗位说明书.实行职业资格准入的岗

位,其任职条件还应包括准入的相关标准要求.

第七条　各层级特设岗位的具体适用范围和条件,参照 «吉林省企

业经营管理人才分类评定标准»(试行),由企业或其主管部门根据企业

发展需要、岗位职责任务、专业技术水平要求等因素研究提出.

第三章　岗位设置

第八条　企业引才特设岗位按照下列程序和权限申请设置:

(一)企业根据发展需要,研究提出特设岗位设置申请,明确拟设

置的具体岗位、拟聘条件和数量,并提供相应佐证材料.

(二)中直企业和民营企业设置特设岗位可直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备案核准;省直及以下国有企业应先报主管部门审定同意后,报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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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核准.

第九条　引才特设岗位核准设置后,企业一般应在３个月内完成岗

位聘用,聘用期不少于３年;除因涉密等不宜公开的情形外,企业应当

对特设岗位的设置和拟聘人员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公示期不少于

７个工作日.

第四章　人才待遇

第十条　企业通过引才特设岗位全职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

人才,可享受我省人才政策.

(一)子女入学.A、B类人才子女及直系第三代子女可根据人才

本人意愿,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起始年级就读;C、D类人才子女,按

就近从优原则,参考人才本人意愿,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起始年级

就读.省域外转入的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非毕业年级或在符合高考政

策前提下的普通高中在读学生,转入省域内学校就读时,可不受入学年

级限制.

(二)安家补贴.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人才分类定级认定,符

合我省全职引进标准条件,且与用人单位签订３年以上正式聘用合同

A—D类的高精尖缺人才,省财政分别给予３００万、１５０万、７０万、３５
万安家补贴 (分５年拨付).

(三)配偶就业.对D类及以上符合条件的全职引进人才配偶,各

地可根据其配偶意愿和原单位性质,采取特事特办、一事一议方式从优

妥善安置工作.符合进入事业单位条件,但用人单位无空余编制的,可

申请使用 “人才编制池”编制办理入编.

(四)人才服务.对D类及以上持 “吉享卡” (含２名随行人员)

可在龙嘉机场、长春火车站享受 “绿色通道”贵宾服务.持卡人及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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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配偶和双方父母可享受指定医院预约门诊和住院 “绿色通道”诊疗

服务,可享受省内重点旅游景区免门票服务.引进人才还可同时享受各

市 (州)提供的人才服务.

第十一条 企业可根据有关规定,对特设岗位人员自行制定收入分

配倾斜办法,可实行年薪制、项目工资、协议工资等灵活分配方式.

第五章　岗位管理

第十二条 企业应根据岗位说明和聘用合同,对特设岗位人员聘用

期间开展工作或课题、项目进展情况进行目标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薪酬

分配的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企业要建立健全特设岗位聘用人员的考核制度,立足其

工作特点,采取灵活考核方法,合理确定考核周期和频次,促进特设岗

位人才潜心研究、创造科研成果.

第十四条 特设岗位人员聘用期满合同终止或聘期内解聘的,单位

应当在１个月内按核准权限报请核销该岗位.

第十五条 对不能履行岗位职责或受到开除处分等不符合人才政策

要求的,应按规定解除聘用合同,并在１个月内报请核销特设岗位.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要落实以用为本,发挥特设岗位制度优势,将

特设岗位设置管理工作作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从促进事

业发展出发,合理设置和使用特设岗位,充分调动特设岗位人员的积极

性、创造性,做到人尽其才、才当其用.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和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特设岗位设置事中事后监

管.对违规设置引进人才特设岗位或套取人才待遇的单位,应严肃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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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企业引才特设岗位管理工作在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领导下开展,省委组织部主要负责人才引进的综合协调工作,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重点企业试点岗位引进人才条件的备案工作并落

实引进人才的政策服务保障.

第十九条　省属国有企业和省内有关事业单位设立的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吉林省委组织部、吉林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附件:１ «吉林省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分类评定标准»(试行)

２ 关于申请设置引才特设岗位的请示 (略)

附件１

吉林省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分类评定标准
(试行)

本标准制定坚持德才兼备原则,坚决破除 “四唯”倾向,树立注重

人才实际业绩贡献的评价导向,探索将人才所在企业担任的职务层级、

获得的年薪标准、企业规模、缴税能力等相关内容作为主要指标,以市

场认可和社会认可为基本依据.

一、基本条件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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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拥护党的理论和

路线、方针、政策;

(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严谨的工作作风;

(三)在吉林省域内注册企业或在省域内从事主要经营活动的企业

所属人才;

(四)近五年来,个人和所在企业信用记录良好,未被列入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

二、A类人才

(一)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主要经营管理人才 (指总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

(二)中国３００强企业主要经营管理人才 (指总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

(三)近三年在吉林省个人税前综合型收入所得税综合所得缴税年

均５００万元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研发人才;

(四)近三年在吉林省每年企业经营利润均达到１０亿元的民营企业

和每年企业经营利润均达到５０亿元以上的国有企业主要经营管理人才

和首席技术研发人才.

三、B类人才

(一)世界５００强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 (指总公司的副总经理、

一级骨干子公司主要负责人、首席财务管理人员、首席技术研发人员);

(二)中国５００强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 (指总公司的副总经理、

一级骨干子公司主要负责人、首席财务管理人员、首席技术研发人员);

(三)中国５００强民营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 (指总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和首席技术研发人才;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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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三年在吉林省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缴税年均３００万元的企

业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研发人才;

(五)近三年在吉林省每年企业经营利润均达到５亿元的民营企业

和每年企业经营利润均达到２０亿元以上的国有企业主要经营管理人才

和首席技术研发人才;

(六)在吉林省域内用工人数１００００人以上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和

首席技术研发人才 (国企需１５０００人以上).

四、C类人才

(一)中国民营企业５００强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 (指总公司副总

经理、骨干一级子公司主要负责人,首席财务管理人员、首席产品管理

人员、首席技术人员);

(二)省域内在A股上市公司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 (指总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和首席技术研发人才;

(三)省域内国家级 “专精特新”企业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和首席

技术研发人才,且近三年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缴税年均２５万元及以上;

(四)近三年在吉林省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缴税年均１００万元及以

上的企业经营管理和技术研发人才;

(五)近三年在吉林省每年企业经营利润均达到３亿元的民营企业

和每年企业经营利润均达到１０亿元以上的国有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和

首席技术研发人才;

(六)在吉林省域内用工人数５０００人以上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和首

席技术研发人才 (国企需８０００人以上).

五、D类人才

(一)省域内在A股上市公司重要经营管理人才 (指总部的副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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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首席财务管理人员、首席营销管理人员);

(二)吉林省 “专精特新”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和首席技术研发人

才,且近三年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缴税年均１０万元及以上;

(三)近三年在吉林省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缴税年均５０万元及以上

的企业经营管理和技术研发人才;

(四)近三年在吉林省每年企业经营利润均达到１亿元的民营企业

和每年企业经营利润均达到５亿元以上的国有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和首

席技术研发人才;

(五)在吉林省域内用工人数３０００人以上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和首

席技术研发人才 (国企需５０００人以上).

六、E类人才

(一)省域内国家级 “专精特新”企业技术研发骨干人才 (按重要

程度排前三名),且近三年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缴税年均５万元及以上;

(二)吉林省级 “专精特新”企业首席技术研发和主要经营管理人

才,且近三年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缴税年均５万元及以上;

(三)近三年在吉林省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缴税年均２０万元及以上

的企业经营管理和技术研发人才;

(四)近三年在吉林省每年企业经营利润均达到５０００万元的民营企

业和每年企业经营利润均达到１亿元以上的国有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和

首席技术研发人才;

(五)在吉林省域内用工人数１０００人以上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和首

席技术研发人才 (国企需３０００人以上);

(六)企业引进的全日制博士毕业生、“９８５”、“２１１”院校全日制硕

士毕业生和 “双一流”院校的优秀全日制本科毕业生.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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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关说明

(一)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主要指美国财富杂志每年评选的 “全球最

大五百家公司”排行榜.凡近三年入围该排行榜的企业,即视为符合本

标准.

(二)中国企业５００强企业:主要指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

协会按国际惯例组织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中国企业５００强年度排行榜.

凡近三年入围该排行榜的企业,即视为符合本标准.

(三)民营企业５００强企业:主要指由全国工商联发布中国民营企

业５００强榜单.凡近三年入围该排行榜的企业,即视为符合本标准.

(四)A股上市公司:主要指能够公开发行企业股票,达到相当规

模,经依法核准其股票进入A股市场进行交易的省域内注册或在吉从

事主要生产经营活动且主要纳税地在省内的民营企业.

(五)申报时提供的企业营业利润、用工数、个人综合性收入所得

税均为企业近三年度数据,以企业纳税、劳动关系备案、个人纳税情况

等证明材料为准.

(六)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参评时原则上应在现有岗位工作满３年

以上,在吉林就业满５年以上 (参考养老金缴纳或个税缴纳时间).

(七)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和首席技术研发人才主要指企业经营管

理的实际最高负责人和技术研发最高负责人,原则上每家企业三年内只

能报送各１人;技术研发骨干人才主要指企业技术研发人才中,除首席

技术研发负责人之外,按重要程度前三名的人才.

(八)组织申报E类的企业引进的全日制博士毕业生、 “９８５”、

“２１１”院校全日制硕士毕业生和 “双一流”院校的优秀全日制本科毕业

生,应为２０１８年以后毕业并首次在吉林就业的人才.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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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轮经营数据标准以近三年政府部门统计数据为准,今后将

根据我省经济产业形势动态调整.

«关于落实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

政策的通知› 的通知» 政策解读

一、出台背景

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是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省委省

政府促进企业稳岗发展和高校毕业生留吉就业创业、保障民生的具体体

现.为贯彻落实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延续

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４〕４０号)精神,

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功能作用,支持企业稳定岗

位,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确保各项助企惠民政策落实到位,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省社

保局研究落实意见,细化具体要求,着重对劳务派遣单位享受稳岗返还

政策,不可重复享受技能提升补贴和职业培训补贴进行了明确,并报请

省政府同意.

二、关于延续实施阶段性降费率政策

延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至１％的政策,至２０２５年１２月

３１日,继续降低参保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负担.

三、关于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

与２０２３年相比,今年在基本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

做了调整优化,主要体现在两变和三不变.“两变”即:一是扩大了资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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