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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对外国人开展人才评价

来自土耳其的李妍心从小便是个“汉字迷”。
“我的父母在土耳其做外贸工作，经常和中国人
有生意来往，从小我就接触到汉字，并深深爱上
了它。”

因 为 热 爱 ，2008 年 ，她 前 往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攻读汉语言专业，“毕业的时候，我就很想留在
中国做一名老师 ，但受制于当时的政策 ，没能
留下来”。

回到土耳其的她开始进入当地的企业工作。
时针走到 2014年，又一个可以来到中国的机会摆
在了她的面前——前往厦门大学学习汉语国际
教育。

2020 年 10 月，李妍心留厦，成为厦门梦加网
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实习生，负责土耳其
语翻译及项目本地化工作。

虽然已在厦门生活多年，但她每年都要申请
一次一年期的工作许可，偶尔还是会担心：万一
哪天没办法及时申请到该怎么办？

幸运的是，2021 年 6 月，厦门市发布了《关于
开展外籍人才专业技术、技能评价试点工作的通
知》。通知规定，获得硕士学位并从事专业技术工
作满 3年的，可申请认定中级专业技术水平。

来到厦门前，李妍心已经在土耳其拥有 3 年
相关工作经验，并已取得厦门大学汉语国际教育
硕士学位。经过申请，她很顺利地被评定为中级
专业技术水平，并申请到有效期 3 年内的来华工
作许可（B类）。

“非常开心，而且很安心。”回想起拿到工作
许可的那一天，她依旧难掩激动之情，“如果没有
这项政策，我们外国人留华工作大部分是需要每
年办理工作许可的，现在可以 3年办一次。”

梦加网络是一家文化出口企业，员工高度年
轻化和国际化。公司有关人员告诉记者，公司有
来自新西兰、美国、英国、土耳其、俄罗斯等国的
员工 9 人，主要岗位包括游戏编剧、本地化翻译、
运营支持等。

“我们公司目前只有李妍心一人通过外籍人
才评价认定获得长期的工作许可。”有关人员表
示，“过去，公司在引进国际人才时，经常因为学
历、专业等限制没法及时引进。现在，政策让部分
外籍人才来华工作的限制少了，解决了梦加网络

一直以来的引才难题。”
根据相关文件，外籍人才专业技术、技能水

平认定结果可作为申请来厦门工作许可的依据。
经认定具备初级专业技术水平或来厦门工作技
能水平的，可申请有效期 1 年内的外国人来华工
作许可（B 类）；具备中级专业技术水平的，可申
请有效期 3年内的来华工作许可（B类）。

李妍心，便是这项政策的获益者。
实际上，打破国籍、学历、工作经验限制，借

人才评价改革吸引外籍人才，厦门的改革创新不
止于此。

改革创新国际引才政策

厦门，连续三年获评“中国年度最佳引才城
市”，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
市”。数据显示，厦门全市人才资源总量达 163 万
人，市级以上高层次人才近 2万人。

突出国际视野，强化国际化引才。目前，厦门
已吸引集聚国际化人才 5.9 万名。这得益于国际
引才政策的改革创新。

厦门市委人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厦门实施国际化引才专项行动，仅 2023年就引进
国际化人才 3380 人，同比增长 10%。“我们通过创
设一个线上国际引才专窗、布局一个线下国际化
引才网络、打造一组国际交流平台、举办一系列
赛事活动，不断强化链接海外人才资源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厦门又在全省率先实施国际职
业资格认可认定政策，为外籍人才申请来华工作
许可再开方便之门。

记者了解到，2023 年，厦门在全省率先公布
首批 50项国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职称目录。政策
指出，人才在境外取得的相关国际职业资格证
书，可在厦认定相应等级职称。

2023 年 11 月，厦门又率先印发《厦门市国际
职业资格认可目录（2023 版）》，涉及 14 个行业 75
项国际职业资格。外籍人才持有《目录》内职业资
格，可作为申请来华工作许可的依据，认定相应
外籍人才类别，办理有效期最长 5 年的来华工作
许可。在办理工作许可时，外籍人才可不受学历、
学位、工作经历限制，年龄可适当放宽，其境外从
业经历可视同境内从业经历。

“外籍技术人才评价突破学历与年龄限制，
注重考核外籍人才工作技能水平。我们已为电气

硝子、倍视文化等企业认定 38名外籍技术人才。”
厦门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介绍，截至目前，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
公司 2 名日本籍工程师、厦门新科宇航科技有限
公司 1名新加坡籍人才，被评为中级技术水平，并
成功申请 3 年来厦工作许可。倍视（厦门）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累计 9 名外籍人才通过人才评价认
定，其中 4人被评为中级专业技术水平。

数据显示，厦门已有超 1000名人才通过比照
认定获得中级、初级职称。厦门将航空维修、大数
据等 10 个领域职称评审权限下放龙头企业和行
业协会，已有 4000多人成为改革受益者。

“我们这里共有近 100 人持有国际资格证
书，以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资格认证（PMP）为主，
目前有 30 人通过比照认定。”雅马哈发动机（厦
门）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人事工作负责人赖秋玲
说，“我们很认可厦门的国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
政策，它让更多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
力的人才在公司发挥才能，也提高了公司的国
际竞争力。”

留住优秀在华留学生

让厦门成为外籍人才大有可为的热土，不仅
体现为当地对人才进行创新评价，留住优秀在华
留学生也是其突破的方向之一。

目前，在厦留学生 3000 多人，其中不少人对
留厦就业有着强烈的需求。依据《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外交部教育部关于允许优秀外籍高校毕
业生在华就业有关事项的通知》，允许部分无工
作经历的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硕士及以上学
位）在华就业。

改革的春潮涌动特区厦门。2022 年 6 月，厦
门设立国际留学人员创业就业基地（留学生创新
创业实习基地），允许基地内被列入白名单的企
业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直接聘用符合条件的优
秀外籍应届留学生。

“我们联合相关部门经过前期调研，谋划建
设了留学生创新创业实习基地，并选择在有资质
的公司设立分站，由在厦高校选派留学生到分站
实习，形成了‘基地+分站+高校+留学生’的模
式。”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

对于在华国际学生，基地为他们打开了一扇
“留厦”之门。

一年后，基地由 1 个扩大至 6 个，增加厦门科
学城、自贸片区、厦门软件园二期及三期、中国科
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等 5 个基地。首批 20 家白名
单企业，涵盖互联网、环保、物联网、跨境电商等
行业。基地范围的扩大，进一步畅通了优秀外国
留学生“留厦”实习就业的渠道。

厦门星纵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就是白名单企
业之一。在企业的会客室内，记者见到入职不满
一年的马来西亚籍留学生燊如。虽是外国人，但
她却能用一口流利的中文向大家介绍公司的产
品和业务。

时间回到 2023年，在华侨大学攻读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的燊如也面临着和所有外籍毕业生一
样的难题：是留在学校所在地工作，还是回到远
在千里之外的马来西亚。

“对于外籍留学生而言，这些年中国发展迅
速 ，各类行业蒸蒸日上 ，是实现梦想的绝佳舞
台。”她坦言，对于许多留学生而言，留在中国发
展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但是现实情况是能留下
的学生并不多”。

所幸，通过一次校园招聘，燊如成功入职了
星纵物联，成为一名海外市场策划专员，负责制
定、策划、实施全球物联网产品市场的品牌推广
计划及市场营销方案等。入职后，她顺利取得外
国专业人才（B 类）许可，得到有效期 1 年内的来
华工作许可。

坐落于厦门市软件园三期的星纵物联是一
家物联网设备行业高新技术企业，业务遍及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市场广阔，公司需要许
多国际化人才进行业务对接。”公司人力资源总
监林小慧告诉记者，拥有海外背景的外国留学
生是公司所需要且看重的，厦门高度便利化的
境外专业人才制度，让公司引进国际人才有了
新面貌。

“和同学相比，我是非常幸运的，入职了愿意
和我一起解决问题的公司，遇上了重视人才的城
市。”燊如说，“我们期盼相关政策可以有更多的
普及面，让更多留学生享受到政策红利。”

“模式再创新、政策再升级、机制再优化 ，
我们正立足全球视野，不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今年我们将实施‘鹭引五洲’引才行
动 ，为厦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集聚更多
国际化人才资源 。”厦门市委人才办相关负责
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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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 改 革 创 新 ，厦 门 放 宽 国 际 专 业
人 才 工 作 许 可 ，探 索 放 开 国 际 优 秀 学 生
创 业 就 业 限 制 ，彰 显 出 特 区 爱 才 惜 才 的
拳拳诚意。

人才是第一资源，也是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本质要求和内在意涵。国际人才引进，
则是关乎国际竞争的战略需求，现实中，其
不仅受到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影响，也因
国际人才竞争加剧而困难重重。

正因此，通过改革创新，构筑人才竞争
制度优势，吸引更多国际人才来中国工作
和创新创业，能够为我国在全球人才竞争
中赢得主动。

当前，福建正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
省战略，让福建成为各类人才大有可为的
热土，就要进一步优化各类人才发展环境，
向全球释放福建重视人才、吸纳人才的强
烈信号。

国际人才如何引得进、用得好、留得
住？记者认为，可以国家发展需求为导向，
鼓励各地先行先试，进一步完善人才引进
政策措施，简化人才往返签证程序，为国际
人才提供快捷通道。同时，适度放宽对优秀
国际学生在华工作的限制，进一步加大留
学生工作许可的发放力度，形成国际人才
千里奔赴的新局面。

千秋基业，以人为本。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引好、用好、留住优秀国际人才，鼓励和
引导其持续服务国家建设与发展，对中国
实现人才强国宏伟目标将大有裨益。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本报记者 游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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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仅半年，厦门开展的国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职称试点就惠及了超千名
人才。他们通过比照认定，获得中级或初级职称。不少企业的人事部门有了
忙不过来的感觉。

2023年10月，《厦门市国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职称资格目录（2023
版）》印发，厦门在全省率先公布首批50项国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职称目
录。紧接着，11月，厦门又发布了《厦门市国际职业资格认可目录（2023
版）》。这项在全省率先实施的人才制度改革，探索放开境外专业人才在厦
执业限制，打通国际职业资格与国内职称制度。它不仅为外籍人才申请来
华工作许可大开方便之门，也为国内拥有国际职业资格的人才铺设职称认
定新路。

改革创新，释放的是重视国际人才的重要信号。国际化的厦门，正创新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人才评价体系，借助外籍人才评价、国际职业资格认可、
国际留学人员创业就业基地等新政，为外国人才留厦就业打开新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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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软件园三期 2023厦门人才服务月启动仪式

厦门科学城厦门科学城（（留学生创新创业实习基地留学生创新创业实习基地、、国际留学人员创业就业基地之一国际留学人员创业就业基地之一））

超11万份

厦门成立城市引才联盟，开设“国际化
人才招聘专窗”，打造“一站发布、集中宣
传、精准匹配”的数智化平台，每月发布近
百家重点产业企业 2000余个引才需求，累
计收到海内外人才简历超 11 万份，对接
哈佛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等优秀留学人
才5100余人次。

1000多个

创办“鹭创未来”海外创业大赛、苏颂
杯未来产业技术创新大赛、留学人才项目
对接会等赛事品牌，其中，“鹭创未来”海
外创业大赛开辟北美、欧洲、新加坡、俄罗
斯等赛区，募集人才项目 1000 多个，涉及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厦门重
点产业。

近2000名

在福建省首创“白鹭英才卡”电子卡
服务模式，集成化为人才提供公共出行、
景点服务、股权投资等 40 项优惠服务，设
立全国首个“外国人才服务站”“移民事务
服务站”二合一联动服务平台，2023 年为
近 2000 名外籍人才便捷办理工作居留许
可，全市外籍人才永居申请量保持福建省
第一。

本版图片均由
厦门市委人才办提供

厦门外国人才服务站里，外籍人才在学习交流中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