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欠发达地区普通高校人才流失的应对策略 

文/尹忠红 郝振河 

   在经济发展不平衡、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大环境下，经济欠发达地区普通高校如何改变传
统人事管理理念，并树立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保证人才的稳定性，减少人才流失，是提高高校
人才管理效率和办学水平的重要途径，是高校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一、 经济欠发达地区普通高校人才资源的特征 
   （一）经济欠发达地区普通高校人才资源是一种最具主观能动性的人力资源 
   就人才资源相对物质资源而言，它具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决定了高校人才
资源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必然有它自身的需求。这是因为高校教师是一种知识层次较高，长期受
大学理念熏陶的人才资源，因而任何一种单一的人性假设对其而言都不是妥帖的。高校教师更多的
是侧重于自我价值实现的人。这是因为高校教师所处组织是特征有着比常人更多渴求成功的需要，
尤其是在传播知识、学术研究等方面。而恰恰是这种需求构成了高校人才资源的另一个特征。 
   （二）经济欠发达地区普通高校人才资源是一种具有特殊使命的资源 
   从大学的功能和理念来看。普通高校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这就决定了做为这种组织主体
的高校教师肩负着特殊使命。即高校人才资源在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承担着传授知识、培养人
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方面的直接和间接作用，而这种作用一般而言是其他类型的人力资源不
可替代的。 
   （三）经济欠发达地区普通高校人才资源是流动性较强、流动效率极高的人力资源 
   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首先高校教师是整个社会范围的人力资源，在趋于开放的、多元的
社会组织系统里，高校教师不属于某一特定的组织、行业、部门，因而它有社会资源固有的共享性
和流动性。其次高校教师的人力资本主要积聚在自身的头脑中。这种资本如果有更好的环境，则有
不断的、潜在的增值的可能性。在流动过程中，这种资源是伴随着自身的物理属性的身体而迁移
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普通高校人才的这种流动成本更低。 
   二、 经济欠发达地区普通高校人才资源流失的对策 
   （一）积极参与人才流动，变被动为主动 
   欠发达地区高校人才流失是必然的，在尽可能多地留住人才的同时，也可以积极参与人才流
动，针对发达地区的一些有效的人才管理“柔性”措施，不妨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因为引进
人才不一定要使人才落地生根，这在两个不平衡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是不现实的，但是，可以主动出
击延揽人才，采取开展项目合作、学术休假、短期兼职、科技攻关、顾问咨询等多种形式和发达地
区进行人才交流。这样，在经济上不仅可以减少一次性引进人才的大量投资，同时还可免去因人才
流失造成的脱离成本。在学校建设和发展上，可以利用这些人才对本校人员进行培训和提高，而且
可以开展校际间合作与交流，进而改变或提高欠发达地区高校办学水平，为欠发达地区长期可持续
发展创造条件。 
   （二）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校组织文化氛围 
   首先是物质文化的建立。除包括为人才提供适度的高于本地公务员水平的薪酬福利、住房以
外，更多的是创建并提供给人才良好的学习、工作以及实验设备，使人才不仅安于居而且乐于业。
其次改变原有制度文化，充分尊重高校人才的学术权力。各项政策，制度的订立必须牢固树立“以
人才为本，以服务为本。” 的宗旨，少命令，多协商，少指挥，多参与。再者是建立良好的学校
组织文化的核心—精神文化。 
   （三）正确处理现有人才与引进人才的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学校事业的发展必须不断培
养和引进人才。在一定程度上说，事业发展的如何取决于培养和引进人才工作质量如何。为了学校
事业的发展，采取一些优惠政策吸引人才是必须的，但要清楚的认识到引进人才只是人才管理工作
的一部分，在引进人才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引进人才与现有人才的关系，引进人才是为了壮大现有
人才队伍和改善人才结构，发挥人才队伍的整体优势，所以一定要避免眼光只顾朝外，搞“外来的
和尚会念经”，引进一个，挫伤一批。而且这样做的结果，即使引进来了，也留不住，充其量是人
才的“中转站”。为此一定要真正做到现有人才人尽其才，发挥应有作用，引进人才留得住，用得
好。 
   （四）树立以人才为本的观念，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构筑人才高地。为人才的生长和发展提供
了广阔的空间。教育的振兴靠创新，创新的关键在于年轻英才的大量涌现。必须屏弃论资排辈、求
全责备、妒贤嫉能、门户之见等陈旧观念，创造一个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大环境。要以“海

 



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阔视野和博大胸襟，广开才路、不拘门户、不拘一格选拔任用人才。要制
定特殊政策措施，完善培养和吸引人才的激励机制，要大幅度地提高高层次有突出贡献的人才的工
作生活待遇，打破平均主义，敢于拉开差距，形成人才高地。从而留住人才特别是留住年轻人才，
使人才的流失得到有效的遏制。 
   再次要真正重视人才，关心人才，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高校，笔者认
为，自然条件差和经济条件不好并不是造成人才流失的关键原因。对于有事业心和有抱负的人才来
说，他们看重的是事业发展的机会和环境。因此，经济欠发达地区普通高校要建立一套有自己特色
人才政策措施，特别是留住人才、选拔人才、奖励人才、评价人才等方面，政策要得当，措施要得
力，并且真正要落到实处。 
（作者单位：白城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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