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高技术人才流动原因分析 

文/涂荣良 

   高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该产
业的从业人员，一般来说具有相对较强的流动性。从高技术产业、高技术企业和高技术人才三个层
次来考察高技术人才的流动原因，有助于我们实施更加合理的人才政策，促进高技术产业和国民经
济的发展。 
   一、高技术产业因素 
   1、国家产业政策因素 
   随着国家逐步提高对科技事业的支持力度、采取各种优先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政策、积极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三类高技术人才流动会越来越频繁：首先是国际人才流动；其次是产业间人才流
动；第三是区域间人才流动。 
   2、社会人才需求因素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使得潜在的人才需求显性化，作为高层次人才的高技术人才
是就业市场上非常稀缺的人力资源。正是因为这种稀缺性，才出现了高技术人才在国与国之间、高
技术产业和其他产业之间、高技术产业各分部区域之间、高技术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的流动。 
   3、高技术产业特点 
   高技术产业自身具有的一些特点是导致这一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的人才流动更为频繁的重要
原因。这些特点包括高成长性、知识技术密集、创新性强等等。 
   高成长性就要求高技术产业不断补充高层次人才和调整人力资源结构；知识技术密集就要求
高技术产业不断进行知识更新和促成技术进步；创新性强就要求高技术产业不断研发新技术和推出
新产品。而这三个层次的要求背后都是对人力资源、尤其是高层次的高技术人才的客观流动要求。
高技术人才只有打破限制流动起来，才能够促进高技术产业提升人力资源结构、进行依托于人才的
技术转移和更新、改善整个产业的创新能力。 
   二、高技术企业因素 
   1、企业文化因素 
   广义的企业文化因素不仅包括企业的经营理念和运作方式，还包括员工在企业中的地位和其
所处的工作环境，这些因素构成了高技术人才流动的微观软环境。 
   企业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整合社会资源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的
最大化。然而对利益和利润的追求是有限度的，应符合理性和道德规范，这些准则恰恰是作为知识
分子的高技术人才所认同的，因此合乎这些准则的经营理念和运作方式是留住人才的关键因素之
一，违反理性和道德原则的企业往往会失去人才。 
   2、薪酬福利因素 
   企业的工资、奖金、货币福利等收入分配制度是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阶段我国高
技术人才流动的直接诱因。 
   工资和奖金制度的设计遵循岗位和绩效薪酬原则的企业往往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对
企业的忠诚度。岗位越重要、越能给企业带来收益、越能实现员工的价值，就越要处于较高的工资
待遇水平；员工给企业创造越多的利润和发展前景，其获得的奖金水平就应该越高。这一最基本的
效率原则往往决定着高技术人才流动的方向。 
   企业福利制度的完善和多元化程度也影响着人才的流动。当我们在深入探讨如何减轻企业福
利支出负担、将企业福利社会化的同时，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却在纷纷提高关键员工的福利
待遇、改善他们的福利制度。这说明相对普通员工较高水平和具有个性化特点的企业福利制度有助
于提高高技术人才对企业的忠诚度、减少自身企业关键员工的流失、同时吸引其他企业的高层次人
才。 
   3、非货币激励因素 
   非货币激励机制也是关乎高技术人才流动的关键一环，主要包括晋升制度和个性化方案实施
两个方面。 
   晋升制度直接影响着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也是对员工业绩的非货币形式评价。当员工做出
贡献、体现出领导才能、有职位晋升诉求时，适当的提升会使其价值得到肯定并能激励其他员工。
个性化方案是指企业为员工提供的针对不同员工特点和需求的节日礼品、生日祝福、办公硬件调整
等措施。  

 



   三、高技术人才因素 
   1、高技术人才共同特点 
   “艺高人胆大”，属于知识型人才的高技术人才具有其“核心竞争力”，普遍相信自身的劳
动力供给能够创造市场需求（至少能够找到相应的职位空缺），因此在企业不能满足其薪酬福利、
职位晋升、个性化服务等要求时，他们往往倾向于更换工作环境和工作岗位，而不会像不同员工那
样顾虑重重。 
   另一方面，高技术人才作为知识技术密集的高技术产业的领军人才，需要不断更新自身的知
识和技术、拓宽专业领域、频繁进行交流与借鉴活动，这样才能保持其在就业市场和所在岗位的竞
争力、才能更好的实现个人价值。 
   2、价值取向和职业生涯规划的多样性 
   丰富的知识和高附加值的人力资源使得高技术人才往往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职业生涯规
划。在做出一定科研贡献以后，有些人希望得到物质奖励，有些人会选择承担更重要的职务，有些
人转而从事政府管理工作，这反映了高技术人才的不同诉求。这种诉求的多样性又使得满足诉求的
成本较高、困难较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不能满足高技术人才价值要求而产生的人才流动。 
   高技术人才的诉求也会随着环境和其自身条件的变化而产生变动。他们不但具有较丰富的知
识，而且具备较强的学习和接受新事物、新观点的能力，所以他们会根据条件变化而改变实现自身
价值的具体方式和形式，这也会导致他们在产业内、区域间、产业间、甚至国际间等不同范畴的流
动（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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