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 

2008 年，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

才引进计划的意见》（中办发〔2008〕25 号）；中央组织部印发《引进海外高

层次人才暂行办法》（中组发 〔2008〕28 号）和《关于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享

受特定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组通字〔2008〕58 号）文件，组织实施海外高

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即国家“千人计划”。 

一、政策简介 

“千人计划”主要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重点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

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从 2008 年开

始，用 5-10 年时间，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

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引进并有重点

地支持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 

二、申报类型和人选标准 

（一）创新人才长期项目 

1．一般应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不超过 55 岁； 

2．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国际知名企业或金融机构担任正教授或

相当职务； 

3．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引进人才，须具世界一流研究水平，近 5年在

国际重要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或者获得国际重要科技奖

项、掌握重要实验技能或科学工程建设关键技术； 

4．企业引进人才，需拥有能够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技术产品升级的重大

科研成果；或者具有丰富的金融管理、资本运作经验，在业界有较大影响。 

申报主体为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 

（二）创新人才短期项目 

1．系国家科技、产业发展和学科建设急需、紧缺领域的领军人才或学术

技术带头人，符合创新人才长期项目规定的人选标准； 



2．在国内工作单位固定，有明确具体的工作目标任务，能做出实质性贡

献； 

3．已与用人单位签订至少连续 3 年、每年在国内不少于 2个月的工作合

同，并明确合同期内工作成果知识产权的归属。 

申报主体为科研机构、高校。 

（三）“外专千人计划”项目 

“外专千人计划”重点引进长期项目非华裔外国专家(引进后至少连续来

华工作 3年、每年不少于 9 个月)。申报人应符合“千人计划”引才标准。考虑

到外国专家的实际情况，申报人年龄可放宽到 65 岁。 

申报主体为国内非外资各类用人单位。 

（四）“青年千人计划”项目 

1．属自然或工程技术领域，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 

2．取得博士学位，并有 3年以上海外科研工作经历； 

3．回国(来华)前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或知名企业研发机构有正式

教学或科研职位； 

4．引进后全职回国(来华)工作； 

5．是所从事科研领域同龄人中的拔尖人才，有成为该领域学术或技术带

头人的发展潜力。 

对博士在读期间已取得突出研究成果的应届毕业生，或其他有突出成绩的

申报人，可以突破年龄、任职年限等限制，破格引进。 

申报主体为高校、科研机构(含转制科研院所)。 

三、其他要求 

（一）回国时间。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外专千人计划”项目、“青年千

人计划”项目的申报人，申报时一般应未全职在国内工作；已经在国内工作的，

回国时间应在一年以内。 



（二）申报次数。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创新人才短期项目、 “外专千人

计划”项目的申报人，最多可申报两次，但不得连续申报。创业人才也不得连续

申报。 

四、申报程序 

（一）“千人计划”依托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

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四个事业

平台引进人才； 

（二）各重点领域的人才引进工作由牵头组织单位负责组织实施。国家重

点创新项目人才引进工作由科技部牵头；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人才引进工作分

别由教育部、科技部牵头；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人才引进工作分别由国

资委、人民银行牵头；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引进创业人才的工

作由科技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 

（三）用人单位向人才工作部门或有关牵头部门申报。海外人才需提供个

人的相关证明材料，主要是科研业绩或创业成就，回国（来华）后的工作设想，

包括创新创业的内容、目标、方案以及现有基础、团队等情况，也可提出工作条

件等方面的特殊要求； 

（四）有关牵头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和综合遴选； 

（五）中组部会同有关部门组成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小组（设海外高

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对拟引进人选进行审批。 

五、待遇和保障 

（一）居留和出入境。外籍引进人才及其随迁外籍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公

安机关在受理申请的 50天内，为其发放《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作为其在中国

的合法身份证件，享有中国法律规定的基本民事权利和义务。对于尚未获得《外

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引进人才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需多次临时出入境的，为

其办理 2-5 年有效期的多次往返签证。 

（二）落户。具有中国国籍的引进人才，可不受出国前户籍所在地的限制，

选择在国内任一城市落户。公安机关要简化程序，优先办理。对于愿意放弃外国



国籍而申请加入或恢复中国国籍的，公安机关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的有关规定优先办理。 

（三）资助。中央财政给予引进人才每人人民币 100万元的补助。用人单

位、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配套其他资金，用于改善引进人才的工作生活条件。 

（四）医疗。引进人才享受医疗照顾人员待遇，由卫生部或本人工作(居

住)地卫生行政部门为其发放医疗证。所需医疗资金通过现行医疗保障制度解决，

不足部分由用人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解决。 

（五）保险。引进人才及其配偶子女，可参加中国境内各项社会保险，包

括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保险等，缴费年限以实际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年

限为准。参保缴费办法、在中国境内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享受各项社会

保险待遇的办法等，与中国公民有相同权利。用人单位在引进人才办理各项社会

保险的基础上，可为引进人才购买商业补充保险。 

（六）住房。引进人才愿意购买住房的，可参照当地居民购房政策，购买

自用商品住房一套。引进人才未购买自用住房的，用人单位要为其租用便于其生

活、工作的住房，或提供相应的租房补贴。 

（七）税收。引进人才回国(来华)时取得的一次性补助(视同国家奖金)，

免征个人所得税。5年内境内工资收入中的住房补贴、伙食补贴、搬迁费、探亲

费、子女教育费等，按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予以税前扣除。进境少

量科研、教学物品，免征进口税收；进境合理数量的生活自用物品，按现行政策

规定执行。 

（八）配偶安置。引进人才配偶一同回国(来华)并愿意在中国就业的，由

用人单位妥善安排其工作；暂时无法安排的，用人单位可参照本单位人员平均工

资水平，以适当方式为其发放生活补贴。 

（九）薪酬。用人单位参照引进人才回国(来华)前的收入水平，一并考虑

应为其支付的住房(租房)补贴、子女教育补贴、配偶生活补贴等，协商确定引进

人才的合理薪酬。对作出突出贡献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可实施期权、股权和企业年

金等中长期激励方式。 

http://rsc.upc.edu.cn/s/46/t/98/d8/2b/info553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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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名称：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 

发文单位及文号：中央组织人事部 中组发〔2008〕28 号 

主管部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 

申报时间：6月上旬            完成申报工作：7月中旬 

政策主要内

容 

一、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含人文社科项目）。 

二、创新人才短期项目（含非华裔外国人才）。 

三、创业人才项目。 

四、外专项目。 

五、青年项目。 

六、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项目。 

七、新疆项目、西藏项目。 

八、文化艺术人才项目。 

相关支持政

策 

一、中央财政给每人人民币 100万元的资助，有关地方提供配

套支持； 

二、给予多次出入境签证； 

三、国家和地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资）金给予优先

支持； 

四、可承担国家重点科技、产业、工程项目任务（对于涉及国

家安全的，须另行批准），其产品符合要求的，纳入政府采购

目录。 

五、对获得表彰的创业人才，在永久居留、医疗、保险等方面

给予特殊待遇。 

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引进的人才应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不超过 55 岁，引进后

每年在国内工作不少于 6个月,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教授职务的专家

学者； 

2．在国际知名企业和金融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

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3．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具有海外自主创业

经验，熟悉相关产业领域和国际规则的创业人才； 

4．国家急需紧缺的其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二、分类条件 

1．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含人文社科项目）。申报人一般应

未全职在国内工作；已在国内工作的，时间应在一年以内。引进

后应全职在国内工作不少于 3 年。累计申报次数不超过 2 次； 

2．创新人才短期项目（含非华裔外国人才）。申报人累计

申报次数不超过 2 次。引进后要求在国内连续工作 3 年以上、每

年不少于 2个月； 

3．创业人才项目。申报人回国时间不超过 6 年，创办的公

司成立 2 年以上 5 年以下； 

4．外专项目。申报人应为非华裔外国专家，申报时一般应

未全职在华工作，已经在华工作的，时间应在一年以内。引进后

应在华工作不少于 3 年、每年不少于 9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