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不仅对北京处于顶
尖学府人才“逆差”，在各大城
市之间的抢人大战中也不占
上风。自2016年年底，武汉、
杭州、西安等“1.5线”城市就
开始向一线城市发起冲击，以
送户口、送房子、送钱等方式
招揽人才。尤其是乘坐高铁只
需1个小时就能到达的杭州，
作为互联网新经济的高地，在
互联网通信技术、 网络安全、
大数据等新兴领域形成了人
才磁石效应，一时间“上海成
为杭州的后花园”之说不胫而
走。

巨大压力下，上海也选择
加入抢人大战。不过，与准一
线城市研究生、本科生即可落
户的低门槛相比，北京和上海
的政策被业内普遍认为“保
守 ”。 某 招 聘 网 站 发 布 的
《2018年一季度人才吸引力
报告》显示，这样的“示好”没
能改变一线城市人才净流出
率的情况， 尽管流出率较
2017年同期已下降0.1个百
分点。

而这一次，上海才真正拿
出杀手锏———户口，向北京定
向抢人。“上海这一招比较精
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
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王晖表示，顶尖毕业生这一类
高素质人才是这两个城市都
缺少的，复旦、交大、同济等高
校的毕业生也是上海这些年
来着力要留住的人才。上海打
造这一“试点”， 有点类似于
“特区”，有可能以后会把其他
省市重点高校的人才都以类
似的方式吸引过来。

由于上海方面还未对“基
本申报条件” 作出具体规定，
该政策普遍被认为清华北大
毕业生可以直接落户上海。王
晖对记者表示，北京和上海两
个城市相对来说都比较欠缺
高层次人才、复合人才和领军
人才，上海此举既不破坏原来
的人才政策体系，又在体系中
找到了最有效的一环，卡住了
北京的“脖子”。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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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北大本科生可直接落户
上海人才新政挖北京“墙脚”？

随着毕业季的到来，愈演愈
烈的“抢人大战”再度升级。而这
一次，看不见的硝烟正弥漫在北
京和上海这两个全中国户口最
值钱的城市。

8月7日， 上海市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发布了
《2018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
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
户籍评分办法》，与往年相比，增
加了一条新的规定： 以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为试点，探索建立
对本科阶段为国内高水平大学
（列入普通高校国家统一招生计
划，全日制且完成学业并取得相
应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应
届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
可直接落户的绿色通道政策。

为什么要落户上海？落户上
海有什么好处？请看：

1.上海本地购房资格（外地
人需连续缴满5年社保且是已婚
人士才有资格）

2.上海车辆拍牌资格（外地
人需持有暂住证且连续缴满3年
社保方有资格）

3.出国旅游免签证（上海户
口出国旅游部分国家直接免签
证）

4.享受上海五险一金（享受
本地医保，退休失业可领津贴）

5.子女享受上海教育（本地
人可就近上学，更低分考入复交
同师）

……
这些还仅仅是部分，其实在

生活当中会有更多的隐性福利。
很多年轻的父母为了拼命

地攒积分， 就是为了想落户上
海， 让自己有一个更便利的生
活，也为了子女有更好的教育。

根据上海市颁布的《2018年
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
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评分
办法》， 应届生只有达到基本分
数线（72分）才可以直接拿上海
户口。

记者梳理过去两年北大、清华两所
大学发布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发现，
在顶尖高校人才方面，上海相对于北京
处于人才“净流出”的劣势。

2016、2017两年间，与上海工作单
位签订三方协议的北京大学本科毕业
生数量仅为个位数，2017年甚至只有2
名学生；而清华大学在北京和上海工作
的本科生比例在3:1和4:1之间。

以2017年为例， 北京大学本部本
科毕业生2645人，75.16%人选择在国
内外深造， 签约就业、 灵活就业共606
人，其中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的有
131人， 工作地点在北京的有43人，在
广东的有44人，在上海的仅有2人。清华
大学2017年本科毕业生3119人， 深造
比例81.9%， 签三方就业人数147，其
中北京占21.1%， 约为31人； 上海占
4.1%，有6人。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2017年清
北毕业生中， 仅有8人与上海的工作单
位签订了三方协议；相比之下，上海高
校毕业生来到北京工作的就比较多。根
据《2017年复旦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
报告》， 复旦大学本科毕业生协议就业
745人，其中留在上海的有476人，有35
人进入北京，上海交通大学大约也有20
名上下本科生签约北京。

是争夺稀缺资源，还是歧视？

清北本科生入沪
每年都是个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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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户上海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