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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州科技与信息化发展报告》

内容概要

《广州蓝皮书:中国广州科技与信息化发展报告(2011版)》由总论、专题、创新、区县、信息化、人才
、科技投入、科技社团等八个部分构成，汇集了广州诸多研究科技问题的专家、学者和实际部门工作
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全面了解广州肖前科技与信息化发展状况与未来发展走向的重要参考资料
。2010年，广州以建设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和“智慧广州”试点为契机，大脾先行先试，存科技创新
资金投入、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应用推广、产学研公共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圆
满完成广州亚运会科技和信息安全保障任务。2011年，广州将继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预计会存“智
慧城市”重大信息化工程和重大核心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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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伍建设的公共财政支持体系；分类培育发展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努力打造社会工作
人才发展的事业平台。计划到2012年，社工人才总量达1万，2015年达1.8 万，2020年达3万。6.加强文
化产业人才队伍建设一是建立与文化生产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的培养选拔制度和奖励制度，培
养和引进一批高层次的文化专业人才、文化管理人才和文化经营人才，造就一批引领时代潮流的文化
名家、大师，形成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实力雄厚的文化人才队伍。二是加快文化企事业单位改
革。在文化企事业单位实行全员聘任制和劳动合同制，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
制度。允许有特殊才能、有自主知识产权、有突出贡献的人通过管理人股、技术人股、专利入股、品
牌人股等方式参与分配。三是培育和规范文化市场。积极培育产品、服务、人才、技术等各类文化市
场，全面推进文化经纪人资质证书制度。计划到2015年，文化产业人才总量达6.9 万，2020年达10.7 万
，并力争实现广州市获得国家资助的文化艺术名家达到20名。（四）加强人才交流合作1.建立广州“
人才特区”把中新知识城作为人才工作先行先试的“人才特区”，在人才特区内，人才工作领域属于
市一级的管理权限，原则上全部下放，特别是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制度、分配激励机制，外事管理权
限允许试行特殊政策、运行特别机制、营造特优环境，把人才特区建设成为引领中国知识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海内外精英创新创业的聚集地和世界一流人才向往的宜居区。2.建立广佛肇人才合作区适应
同城化发展要求，加强广佛肇人才合作。建立广佛肇人才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共建共享人才市场、人
才服务平台、人才数据库等人才发展基础设施。建立三地人事考试、职称业务联动共享机制。推动人
才交流工作制度化，试行三地互派公务员挂职锻炼和互相兼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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