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高技术人才流动趋势分析 

文/涂荣良 

   根据人员流动范围的不同，高技术产业人才的流动划分为产业内流动、区域间流动、产业间
流动、国际流动等四个范畴。这四个范畴的人才流动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和趋势。把握这些特点和趋
势，有助于我们实施更合理的人才政策，建立更有效的人才管理体制。 
   一、产业内流动趋势 
   产业内流动是指高技术人才在高技术产业内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高技术人才产业内流
动又包括国有企业与三资企业、三资企业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 
   1、高技术人才在国有企业与三资企业之间的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人才在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之间的流动呈现出两个阶段的变化。在外商独
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这三类企业引入我国的初期，大量国有企业的高技术人才几乎是单向地流
入了这些企业。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工作的进行，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用人机制变得更加灵活
和有效，也吸引了一部分三资企业的高技术人才，出现了人才有由三资企业向国有企业 “回流”
的迹象。“十一五”期间，“回流”的势头尤其明显。 
   2、高技术人才在三资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流动 
   在改革开放初期，民营企业很难吸引到高层次的人才。近年来，随着我国民营经济的不断壮
大，也出现了外资企业高层次人才合同期满后到民营高科技企业任职的案例。“十一五”期间，我
国民营经济会实现更为快速的发展，高技术民营企业将会吸引具有一定规模的三资企业高层次人
才。 
   3、高技术人才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流动 
   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曾经一度呈现单向性，即高技术人才由国有企业流向民
营企业。随着国有企业需要逐步完善人才任用机制以及科技创新机制问题的解决，“十一五”期间
也出现了民营企业高技术人才向国有企业“回流”的现象，民营企业顶尖人才甚至还参与到国家重
点科技项目中。 
   二、区域间流动趋势 
   区域间流动是指高技术人才在高技术产业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如果按照东部和中西部地
区这一两分法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分布区域进行划分，不难看出目前我国高技术人才在区域间的流动
呈现出双向化的发展趋势。 
   1、高技术人才由中西部向东部流动 
   中西部高技术人才向东部的流动主要体现在预备人才这一环节。预备人才主要是指尚处在学
习过程中、将在高技术产业就业的人员。中西部地区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实际上是在为东部进行投
入，中西部地区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学生不能留在家乡，而东部地区却能够将自己没有对其进行过
初等和中等教育投资的优秀学生吸引到东部的高等院校，这对教育经费本来就紧缺的中西部地区来
说是很不利的。 
   2、高技术人才由东部向中西部流动 
   东部高技术人才流向中西部地区主要出现在高技术产业内的一些特定行业和特定层次的短期
服务开发这两个领域。人才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流动的主要形式包括定期服务、技术开发、项目引
进等。 
   三、产业间流动趋势 
   高技术人才在产业间的流动是指高技术产业同相关产业进行的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源和人才交
流，包括高技术人才向其他产业流动和其他产业人才向高技术产业流动两个方面。 
   1、高技术人才向其他产业流动 
   国有企业的高技术人才在取得一定成果以后，通常能够被吸收进有关的管理部门，从企业流
向了政府。企业部门的一些高技术人才也有向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流动的趋势。此外，高技术人才
还呈现出由第二产业的高技术行业向第三产业的金融和咨询行业流动的趋势。 
   2、其他产业人才向高技术产业流动 
   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通过科技咨询、兼职、顾问聘任等方式为高技术产业提供服
务是其他产业人才向高技术产业流动的主要方式，管理咨询机构参与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和企业经营
管理设计等环节是目前其他产业人才向高技术产业流动的辅助方式，但随着专业分工的深化，这种
流动方式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而通过设立财务公司、创业投资公司等形式为高技术企业提供项目融

 



资、资产负债管理、资本运营等方面的服务是近年来出现的其他产业人才向高技术产业流动的一种
方式，这种方式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可以起到直接的支持和促进作用。 
   四、国际流动趋势 
   以“引进来、走出去”两个方面划分，高技术人才的国际流动呈现出理性化流出和实用化流
入两种趋势。 
   1、人才流出理性化 
   人才流出的理性化主要体现为留学生就业水平的提高和归国人员的增加两个方面，盲目留学
的比例越来越小。与此同时，留学归国人员近年来以10%以上的速度增加，表面上是人才流入的增
加，实际上则是流出理性化的表现，因为这说明有越来越多的人留学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掌握知识和
技能、回到祖国服务于最需要和最适合的高技术产业部门。 
   2、人才流入实用化 
   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近年来引进国外人才的实用化倾向要强很多，这一趋势在高技术
产业尤为明显，高技术企业在人才引进上非常注重流入人才对企业管理水平、创新能力、产值和绩
效等方面的贡献，高技术产业开始从国家产业政策、劳动人事制度、企业收入分配机制等方面，通
过团队引进、核心人才带动引进、高新技术项目开发引进等方式，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提高引才
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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