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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制度是最好的伯乐。人才引进越来越取决于制度设计的质量和竞争力，没有与国际接

轨、适合留学人员需求的制度，人才就不能长期扎根；政府层面要着重通过制度创新来吸引人才，而不是直接的

物质待遇，让社会和市场承担更为主体的作用，政府着重提供宏观性的公共服务。 

从以政府为中心转向以市场为中心，发挥市场在人才国际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应逐步从台前转到幕

后，从重视物质投入向改善“软件”管理水平转变，着重为人才创业和企业成长提供政策支持和环境保障。在政

策初期，政府的作用可以略微突出一些，平稳发展之后则应回到重点依靠市场机制的培育和保护上来。政府不再

着重于提供特殊优惠服务，而是要在宏观环境上入手，完善风险基金和担保机构，促进人才与政策、产业、项目

和资金有机融合，充分发挥海外高端人才在高新技术领域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优势和作用，带动高新技术

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从地区竞争转向地区协作，建立人才环流体系。人才的流动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扩散的。台湾新竹成功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竹和硅谷之间跨地区协作相互提升，形成信息、信用和关系的共享。尤其是1989年美国西玉

山协会的成立，使两地联系逐渐制度化，促进了技术和技能沟通由单项渠道变成双向渠道，有利于各自优势的发

挥与相互补充。我国现有的人才政策强调海外人才的单向流动，未来应强化国际网络，注重就地利用海外社会资

本网络。例如，可以与国外合作培养人才，推动国际科技合作，建立海外培训机构并利用当地的职业训练机构，

让外国人才学习中文，熟悉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商业习惯等；鼓励企业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拓展研发外包等新手

段，通过跨国公司吸引优秀人才为我所用。 

从短期刺激转向长期运作，以事业发展来吸引人才，建立人才引进长效机制。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要由

过去“短期引进”转向“长期使用和扎根”的制度建设上来，从个体的价值实现转向整体性的社会成长，营造良

好的社会成长环境。在各国各地区吸引人才的资金优惠和福利政策日渐趋同的情况下，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特

别是中青年人才将越来越依赖于“软环境”。可以说，人才吸引不是最终目的，关键是要创造一套让人才留下来

并发挥作用的成长环境。这就需要我们创新人才的激励模式，积极探索薪酬、期权、股权、专利、技术等要素参

与分配的多元化的收益分配模式；不断优化人才的服务环境，在整体生活质量和城市环境上下功夫，使人才更好

地为发展大局服务。 

从政策为主的竞争转向以平台为中心的竞争，打造载体优势。地方政府竞争既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也导致了保护主义和恶性竞争的泛滥。在政治晋升博弈中，各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竞争冲

动，而缺乏合作意识。在产业结构趋同化地区，各地方政府在引才引智的竞争中倾向于采取“短平快”策略，追

求“引才GDP”，采取物质奖励等行政手段，力求在短期内取得成效。在竞争压力下，这种策略纷纷为后来者仿

效，最终形成了“奖励竞赛”的格局，大大提高了引才成本，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长远来看难以持续。重构

地方政府引才秩序，就成为下一阶段引才工作的关键。未来的人才竞争，打的是“平台战”。平台模式通过多方

主体的网络化联系，有利于实现多元化供给与多元化需求的相互匹配。与过去的强调资金、项目支持的引才模式

不同，平台策略将关注的重心放在要素的集聚上。平台策略的优势在于它不仅是提供渠道的媒介、提供机会的第

三方，它的核心是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生态系统”，让多种利益相关者彼此交流互动，实现价值的飞跃。在平台

之上，企业、政府、人才各自发挥作用，实现资源交互共享。目前的留学人员创业园、高新技术产业园，就是采

用平台模式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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