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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对于中国人来讲已经被高度“礼赞”，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即是明证，“市场经济

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是人类进步最好的游戏规则”。虽然笔者在应然的层面上对此说法不

以为然，但是它又显得非常顺应时代从而成为了“描述”这个时代的表征。客观地说，现在

已经不是讨论要不要“市场经济”问题的时候了，而更为根本的是懂得“市场逻辑”是什

么，以便使得“市场”被真正驯化。这一认知对于高校人才引进的管理层来讲同样重要，因

为目前人才引进模式的转变便是一种“市场”激化的结果，诸如一些除了北、上、广之外的

其他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候鸟型”高层次用人机制的引入。所谓“候鸟型”，即人才

引进采用“不求所有，为我所用”的原则。 

  一些中部地区特别是西部省份，其发展显然需要更多的优秀人才加盟并共同推进，所以

我们才会看到这些没有地域优势的地区不惜每年出重金用于“候鸟型”人才引进工作。相信

尊重人才必定会有所成效，这一点通过一些新闻报道，我们已经看到通过引进某某长江学者

成功申报了二级学科博士点，建起了重点实验室等的例子。问题总是具有两面性的，当我们

看到这样一系列成功数字之后，人们不会责难一个政府花这么多钱在人才身上，而是不禁追

问一声，“候鸟型”人才是西部人才建设中的“无奈之举”还是“最优选择”？ 

  为何选用“候鸟型”而不是“终身制”？这要从“候鸟型”人才的模式分析，它主张采

用“不求所有，为我所用”的原则，就是说可以免去惯用的那些烦琐的程序以及传统用人需

要的“档案、户口、人事关系”，同时辅助以“高待遇”为自己“挖来”国内外一流人才的

加盟。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方案，就在于在人才市场化的今天，贵州无法与北京、上海等地

开同等条件的价以“竞争”人才，市场的逻辑扫除了一切有关“奉献”的美德，人才的

“挖”来“挖”去也如同商品一样可以“讨价还价”，高校竞争科研师资的方式虽然不像菜

市场至少也可以比喻为一个“拍卖场”。依照老规矩吸引人才，要求“档案、户口、人事关

系”都来西部地区的观念在这个被经济学家鼓吹为“市场万能”的时代，显然是要碰壁的。

那么不能“全职”拥有这个人才，倒是可以以“高待遇”采用雇佣“兼职”的形式便成为当

下那些不具有竞争力的地方高校纷纷效仿的做法，这就是“无奈”中想出的“候鸟型”方

案。而这一方法确实会起到“短、平、快”的功效，着实让一些喜爱数字指标的领导者偷着

乐了一把。 

  但是，不要忘记，一所大学最为看重的是大师和传统，“候鸟型”的用人机制即使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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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些如“候鸟”的大师们来此地“客串一下”，但是如何能够让这些“候鸟们”流连忘返

则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因为，如果仅靠一种“候鸟型”人才来满足暂时的“指标功绩”，还

无法保证可以生成良好的“传统”，甚至在“短、平、快”的观念影响下会彻底地不愿意作

人才建设的长久规划。同时更应该注意的是，这种由市场逻辑激发出来的人才观念本身可能

是由人才信用危机与“唯钱是图”的双重基础催生而成的。当“候鸟型”人才被经济欠发达

地区所使用的时候，他必然因“档案、户口、人事关系”对用人单位的服务产生影响，甚至

有的人可以挂几十个高校的讲座教授，试问他难道是“分身有术”？同样更是给青年学者造

成了不良影响，当一批不错的学者都为了弄点钱而到处兼职的时候，这个所谓的知识分子不

真的就沦落为被嘲笑的“自私”分子了吗？ 

  西部的人才问题应该是西部发展的子课题，理应成为国家宏观政策的倾斜对象，如果我

们能够将市场逻辑中的“钱人交换”模式变为一种超越市场逻辑的“奉献原则”，可能更加

重要。比如在评聘院士、长江学者等国家重要荣誉又享受了国家人才补贴的人都应该至少有

数年西部工作经历或者为西部作贡献的几件可圈可点的实际事情。这一切期待着政策为西部

人才开道。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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