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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事业单位的改革离不开人才资源，在事业单位人才队伍壮大的同时，专业技术人才流失问题也不容忽视。

本文从国家层面、事业单位层面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层面来分析人才流失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问

题的对策建议，以提升事业单位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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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resources are crucial to the reform of public institutions. While the talent team of public 
institutions is growing, the loss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talents cannot be ignor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he loss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talents from the national level, insti-
tutions level and personnel level,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public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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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1] [2]。
人才是第一资源，事业单位的改革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大力支持。近年来，事业单位对人才资源的需求急

剧升温[3]，通过招收高校应届毕业生、社会招聘等方式不断壮大人才队伍。但与此同时，人才流失尤其

是专业技术人才的流失日益凸显，这一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否则将影响事业单位的稳定发展。 

2. 事业单位人才现状 

事业单位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提供公益服务的主要载体，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目

前，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制度全面推行，2021 年全国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94.1 万人，其中中央事业

单位 6.4 万人，地方事业单位 87.7 万人[4]，近年来引进人才的队伍规模一直较为平稳(如图 1)。事业单位

岗位设置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完善，岗位设置完成率超过 97%。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按照岗位设置可分

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工勤人员。其中，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较高，且多为具有高学历、高职

称、高素质的年轻人员。 
 

 
数据来源：2016~2021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Figure 1. Numbers of public institution’s recruiter during 2016~2021 
图 1. 2016~2021 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数量 

 
为进一步激发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造活力，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涵盖岗位管理、职称评审、

薪资管理、人才评价等各个方面的制度，如《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

法》《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规定》

《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

《关于事业单位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纳入绩效工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分类推

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等，保障事业单位人才的利益，促进人才队伍的建设与发展。被誉为

“铁饭碗”的事业单位工作让大家趋之若鹜，但与此同时，事业单位的人才流失尤其是专业技术人才流

失问题也在不同层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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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业技术人才流失原因分析 

对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流失进行分析调研发现，有的属于主动离职，有的属于组织调动，流动去

向有机关单位、其他事业单位、企业及其他单位、自主创业或出国等。主要原因可以从国家层面、单位

层面以及个人层面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3.1. 国家鼓励正常人才流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行业意识到人才资源的重要性，提供优渥的条件来吸引人才。就

业信息丰富且传递快捷，对于职业的选择可以多元化，加之我国在促进人才流动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新政

策，使人才社会流动性呈现加速扩大趋势。比如，为了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创造良好就业创业氛围，国

家发布了《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这是我国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也是人

才工作指导性文件。为了加快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科技部等联合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技

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 年)》，规划文件中明确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通过体

制机制创新，实施了产学研合作培养创新人才政策，引导人才向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流动政策，人

才创业扶持政策，实施了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同时，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科研人员创

新创业积极性，实施了有利于科技人员潜心研究和创新政策，推进党政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合理流动政

策，出台了建立学术评价、市场评价以及社会评价等多元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3.2. 事业单位体制机制固化 

3.2.1. 薪酬缺乏外部竞争力 
受经济发展影响，各个行业都拿出优厚待遇来吸引高素质人才，而事业单位的性质决定了其不是高

收入、高效益、高回报行业，虽然事业单位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但其薪酬水平仍难以

与其他行业相较衡[5]。事业单位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工作人员的薪酬主要由岗位工资、薪级工资、

绩效工资、津贴补贴四部分组成。尽管大多数工作人员的薪酬水平都会随着其岗位晋升和资历积累稳定

增长，但受绩效工资总量限制的影响，增长部分往往仅体现在两到三年一次的基本工资标准提高和每年

考核合格增加一级的薪级工资上。且从最近两次调整的标准来看，各岗位专业技术人员每次调标和每年

考核合格平均增资额的增长幅度难以对冲时下物价的增长水平，加之外界高薪酬带来的强大诱惑，部分

专业技术人才选择脱离体制，走向人才市场，以期更好地兑现自己的技术价值。如近年来在事业单位从

事信息化建设工作的人员流失，就是由于薪酬水平低于市场价位导致的，高水平人才难以留下。 

3.2.2. 评聘结合机制有待完善 
事业单位职称评审和岗位遴选工作都有相关遵循的文件要求，近年来职称评审自主权下放，但岗位

设置严格按比例控制，导致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已取得相应级别职称并没有聘任到相应级别的岗位。随着

近些年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任务需求的不断变化，现有岗位设置数与取得职称人员数不匹配的矛盾更加

突显，岗位比例中正高、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已趋于饱和。多数年轻专业技术人员积压在中级、初级岗

位，岗位遴选竞争激烈，晋级空间小，严重影响了人才引进和团队建设。严重影响了年轻职工积极性，

制约了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现阶段的职称改革理念与实践操作存在一些脱节现象，从评聘分开改回评

聘结合，在现行事业单位岗位聘用管理工作中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冲突，存在不符合人才成长规律、

不利于人才发展等问题。 

3.2.3. 人才培养政策体系不够灵活 
虽然近年来事业单位力图打破“大锅饭”的模式，注重为年轻人提供发展平台，拓宽成长渠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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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进行人才梯队培养，但与企业或国外机构相比，培养支持力度尚显不足，政策灵活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有些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定位不清晰，缺少职业发展规划，思想活跃却得不到充分施展，认为事业发展空

间有限不能满足个人期望，工作缺乏挑战性和成就感，个人价值不能得到实现，因此选择主动离开。 

3.3. 专业技术人才生存发展需求 

人才流动受个人价值观的影响。由于城市发展存在不均衡，一线城市各种基础设施保障优良，一部

分专业技术人员为了家庭发展，对高品质生活进行追求，投入到一线城市的激烈竞争中。但同时由于一

线城市高昂的房价、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日益恶化的环境、医疗资源的挤占等巨大压力，也有一些专业

技术人员宁愿选择到老家等二线城市工作，从而提升生活幸福感[6]。 

4. 解决人才流失问题的对策建议  

扭转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流失的局面，还需从多方配合，多层面共同采取有效措施，坚决破除人

才培养、引进、使用、评价、激励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以人才工作水平的持续提升，有效提升事业

单位的核心竞争力。 

4.1. 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 

事业单位应始终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成立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把人才队伍建设摆在各项

工作的首位，着力夯实高质量发展人才基础。构建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上下贯通的人才工作体系。深

入实施“放管服”，积极探索搭建“出成果、出人才”的干事创业基本平台。 

4.2. 营造“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良好氛围 

在日常管理中事业单位应进一步以人为本，理解人、关怀人、成就人，让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到单位

发展中来，提升责任感，个人和单位共同成长，从而使其真正获得归属感，进一步下放技术路线决定权，

更大限度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持续开展“四态”调查，了解掌握、积极解决干部职工后顾之忧。以事业

文化留人，以人文关怀留人。  

4.3. 下放管理自主权 

给予事业单位更大自主权，在岗位设置比例、遴选评审条件等方面实行分类、分层，让各单位结合

实际情况灵活开展岗位遴选、职称评审等相关工作，进一步激发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造活力。比如，北

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对新型研发机构的定位——运行体制“新”、财政支持政策“新”、绩效评价

机制“新”、知识产权激励“新”、固定资产管理“新”。2017 年成立的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就属

于不定机构规格、不核定人员编制，在人才引进、科研经费使用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度。 

4.4. 充分发挥有效激励的作用 

为推动落实人才强国战略，中央财政将 12 项国家重大人才工程作为预算安排重中之重，持续加大投

入力度。同时，加大了对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支持力度，仅 2021 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超 700 亿元[7]。
事业单位应积极向有关部门争取绩效工资总额，探索动态调整机制，设立专项人才基金，进一步深化绩

效分配改革制度，保持专业技术人员工资的合理性增长，让付出与收获成正比，真正体现个人价值，充

分调动专业技术人员积极性。物质激励的同时加大精神奖励，提升专业技术人员荣誉感、满足感。 

4.5. 提供广阔晋升空间 

为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为青年专业技术人员拓宽成长渠道，提供更加有挑战性、获得感的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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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制定科学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建立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扩大人才储备，同时提供更加优质的工作

环境。比如，北京市发布《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着力培育壮大首都青年科技人才队伍，通过“人才 + 
项目”模式，给予“科技新星、科技雏鹰、交叉合作课题”三类支持[8]。中国农业科学院启动“青年创

新”专项，旨在打造中国农科院各类国家青年人才蓄水池和储备库，培养一批农业科技“挑大梁”科研

骨干力量，持续打造农科青创品牌，激发青年创新创造活力[9]。 

4.6. 健全科学考核评价体系 

近年来，以“减量”和破“唯”为主的科技评价改革，得到了科研人员的肯定，事业单位应进一步

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为主的人才评价体系，在事业发展中孕育人才、锻炼人才、造就人

才。比如，中科院为在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中发挥“头雁”作用，完善了具有中科院

特色的人才评价体系，健全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激励机制，努力营造人才潜心致研的创新生态[10]。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资助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分别在项目评价、人才评价上探索了新

型的、更加与国际接轨的评价方法[11]。 

5. 小结  

“十四五”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人才尤其是专业技术人才已经成为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事业单位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深入

把握人才成长规律，科学运用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进一步建立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以

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略、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

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为支撑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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