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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才高地”是中国特色的人才概念，近年来成为了理解国家与地区发展的焦点话题。人才高地本质上

是一个高水平的人才发展生态体系。人才高地建构既重视人才的高质量发展，也重视环境的高品质建设，

更强调人才与环境的良性互动。学界主要基于“结构”、“目标”、“比较”、“路径”4大维度开展

研究。4个维度的研究探索初步形成了人才高地建构研究的主题脉络与内容框架，推动人才高地理论体

系的丰富发展。本文通过系统分析4大维度的研究观点内容，呈现人才高地建构研究的总体现状，并针

对理论与方法上的问题局限提出优化研究建议，旨在为后来的研究提供参考借鉴。本文认为，人才高地

建构应走系统融合的发展道路，高效高质地吸引与集聚高水平人才，打造人才发展治理的“中国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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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lent highland” is a concept of tal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s become a focal 
point for understanding nation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alent highland” is 
essentially a high-level talent development eco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highland em-
phasizes not only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alents, but also the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 and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alents and environment. Academic cir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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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y focus on four dimensions: “structure”, “target”, “comparison” and “path”. The research ex-
ploration of the 4 dimensions initially forms the theme and content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highland, and promotes the rich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alent highland. By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of the four dimensions, 
this paper shows the overall statu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highland, and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research in view of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limitation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later research.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highland should take a systematic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ath to attract and gather 
high-level talents in an efficient and high-quality way, and to create a “Chinese sample” of talent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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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才是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建设人才高地，成为了国家人才工作“十四五”发展时期

的重要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 9 月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

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可以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

高地[1]。“人才高地”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焦点，在中国知网上以“人才高地”为主题词，检索相

关研究文献，共有 670 篇论文研究人才高地，2021 年就有 38 篇学术论文研究“人才高地”。 
“人才高地”概念源于中国本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人才概念。学界对“人才高地”概念内涵基本

形成统一认识，认为人才高地是人才数量、质量与效益突出以及人才管理、服务与环境优质的创新高势

能区。目前，“人才高地”成为了理解国家、区域与人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概念。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

旬以来，学界对人才高地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不断丰富与深化。笔者基于“人才高地”有关文献研究观点，

归纳出我国人才高地建构的 4 大研究维度。 

2. 基于结构的研究维度 

推进研究的创新发展，实现概念的理论建构，是人才高地建设研究走向理论化、科学化的关键举措。

从既有研究文献来看，部分学者尝试对人才高地的要素内容、功能角色、类型划分、指标测度等重要内

容进行研究，并且获得颇具启发价值的理论成果。这对人才高地在“认识”、“技术”两个方面的理论

形塑具有积极意义。 
一是人才高地要素结构研究。针对概念内涵的有关研究已表明，高素质人才是人才高地的核心要素，

人才群体的等级类型、能力素质、价值理念以及行动选择等，均是人才高地研究的要素对象。另外，环

境也是人才高地建设的核心要素，环境所包含的平台、制度、信息、技术、资本等，以及人才与环境的

各类互动关系，均是人才高地建设的重要内容。萧鸣政等[2]经过系统梳理，将分散的人才高地要素归纳

成了主体、机制以及环境三大类，并指出各类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人才高地的高

水平建设。在人才高地要素内容体系不断明晰下，汪怿[3]认为人才高地在国家战略体系中扮演着重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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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角色，即发挥引领创新、驱动改革以及深化开放等重要作用，这有助于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提升

国家风险应对能力以及塑造国际人才竞争力。 
二是人才高地类型划分研究。王凯旋等[4]依据载体性质，将人才高地划分为区域型、园区型、专项

型以及专业型。薄贵利等[5]则依据影响力等级，将人才高地划分为世界级、国家级以及地方级 3 种类型。

为了更好理解人才高地的类型演变，王培君[6]依据演化特点，将人才高地建设归纳为三个发展阶段，不

同阶段的理论话题有差异，即“国内人才集聚阶段”以人才自由流动为核心议题，“海外华人集聚阶段”

则将人才发展与评价问题研究放在首位，“国际人才集聚阶段”主要研究人才市场与法制建设等重要话题。

实质上，在不同背景或层级下，人才高地的功能角色、核心议题、影响范围均有差异。这意味着人才高地

理论建构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不同情景下的人才高地建构研究有着不同的理论阐释特征。但学者们

在类型学上尝试描绘人才高地“理论形象”的研究探索，有助于增进对人才高地结构特征的理解。 
三是人才高地指标体系研究。部分学者尝试促进人才高地概念的操作化发展，以增进对人才高地结构体

系的理解。既有研究主要通过选取相关指标，构建能反映人才高地内容结构特征的指标体系，并测量与观察

人才高地建构效果，最终将数据分析结果应用于实践指导工作。目前主要存在三类人才高地指标体系构建视

角，王通讯[7]基于“数量”视角，认为“世界科技人才密度表”的相关指标均可用于测量人才高地建构状

况，但他仅对指标应用作简要评述，并未选取人才高地建设案例进行测度。值得注意的是，数量型测度指标

实际上难以满足人才高地建设的“质量”要求，难以完整呈现出人才高地要素的整体结构特征。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缺陷，提高人才高地测度数据结果的信效度，徐丹蕾等[8]基于“质量”视角，在人才数量规模指标

基础上，增加了能反映人才结构、人才质量、人才潜能、工资水平、发展空间、研发投入等质量特征的新指

标，构建包含人才数量、质量以及部分环境效应的人才高地测度指标体系，并选取 41 个东北城市进行测度，

测度效果良好且可视化分析程度较高。此外，萧鸣政等[2]基于“环境”视角，选取大量与人才发展具有高

联系性的因素，构建了包括 3 级指标的人才高地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形成较为完整的人才高地要素结构体系，

着重突出法律、经济、创新文化、平台、创新氛围以及创新活动等环境指数的影响力，同时也将人才与环境

的互动关系效应纳入到了指标模型当中，等。上述学者对概念操作化的理论探索，进一步勾勒出了人才高地

要素结构体系形态，也为弥合人才高地理论与实践间的“转化鸿沟”提供了技术支撑。 

3. 基于目标的研究维度 

学界对人才高地建构核心目标选择的认识经历了阶段性演变，即从以“质量”为中心转变为以“生

态”为中心。人才高地建构“认识论”上的变化主要受实践影响，推动了人才高地研究重心的转移。 
一是以质量为中心的人才高地建构研究。“质量论”视域下的人才高地建构研究，主要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旬到 2018 年这一时期。在此阶段，学界主要从结果角度出发，认为人才素质与人才发展效益是

判断某一区域是否为人才高地的重要依据。这两个判断依据具有显著的“质量导向”特征，将人才质量与

人才发展质量作为人才高地建构的核心目标选择。既有研究从两方面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首先在人才素

质方面，王通讯[7]认为人才高地具有人才数量较多、人才资源密度较大、人才流动活跃、人才结构较好、

人才素质较高以及人才产出效益较优等高质量特征，这意味着人才高地建构应以吸引与集聚高质量人才资

源为目标。其次在人才发展效益方面，王通讯[9]认为人才高地是人才高效流动汇聚、人才事业不断发展以

及人才价值有效实现的高效益地区，这意味着人才高地建构还应以保障人才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薄贵利[10]
与王子丹[11]等学者认同上述观点，均认为人才高地既是大量高素质、高效益人才群体集聚的地区，也是

能够实现人才事业价值创造的地区。总的来说，以质量为中心的人才高地建构研究，重点关注人才规模扩

大、人才素质提升以及人才事业发展等问题，实际满足了国家与地区塑造人才竞争优势的战略需求。 
二是以生态为中心的人才高地建构研究。环境作为影响人才发展的核心要素，自 2018 年以来成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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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高地建构研究的焦点。在创新生态系统以及人才生态等理论研究的推动下，围绕“环境”的相关研究

逐渐形成了以生态为中心的人才高地建构论。“生态论”研究者认为人才高地建构除了要考虑人才本身

质量外，更需要重视提升人才发展环境建设质量，并且将“人才生态营造”作为人才高地建构的核心目

标。汪怿[3]认为人才高地不仅是人才数量与质量突出的人才向往集聚之地，还是人才与各类环境要素交

流交融、人才发展生态良好的地区。萧鸣政[2]认为人才高地既是人才密度高、级别等级高和创新效益高

的地区，也是平台、制度以及文化等创新生态环境要素供给优质的地区。因此，陈丽君等[12]将人才生态

营造看作是人才与创新高地建设的重要工作，认为创建人才生态系统是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关键举

措。以生态为中心的人才高地建构研究，重点以优质的政策、制度、文化、平台、资源等环境要素保障

人才可持续发展。人才高地建构目标选择的“生态论”，实际是学界反思城市人才政策恶性竞争的产物。

从理论创新方面来讲，“生态论”在融合“质量论”核心内涵的同时，又摒弃了“短期主义”、“指标

主义”等消极因素，推动人才高地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 

4. 基于比较的研究维度 

有效集聚与发展人才是一个全球性话题。很多国家与地区开展了大量人才工作实践，为国内人才高

地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知识来源。部分学者基于“比较”的研究维度，总结国内国际人才高地建

构的经验特点，并进行横向比较，为高质量建设人才高地提供经验启示。 
一是国内人才高地建构比较研究。目前，学界主要关注国内先行发展地区的人才高地建设实践。因

为这些地区在吸引与集聚高水平人才上具备良好的资源条件，并且积累了丰富的人才高地建设经验。张

子良[13]结合历史与管理的研究视角，在梳理上海人才工作改革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上，认为上海人才高

地的高质量建设与发展，得益于人事制度改革、人才战略规划、市场机制建设以及人才国际化发展等实

践经验的积累。上海人才工作的创新实践为人才高地高水平建设提供了重要的驱动力。以上海人才国际

化发展工作为对比基点，陈修高等[14]通过计算深圳、广州等重要城市的人才国际化指数，对比了广东与

上海国际人才高地的建构效果，发现广东与上海两地的人才工作实践具有相似的经验特点。基于提升区

域协同发展水平等目标，研究者建议粤沪两地可以从自身需求出发，推进经验共享，寻求共同发展，联

合构建世界级别的高水平人才高地。此外，廖娟[15]总结了国内三大经济区域人才高地建构的核心经验特

点，即京津翼注重院校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强调科技创新驱动、长三角关注地域协作联动等。这些

经验提炼与比较为国家提升国际人才竞争力以及应对国际风险挑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 
二是国际人才高地建构比较研究。国际经验学派注重学习借鉴他国的实践经验，为国内人才高地的

创新建设提供启示，这也是国内与国际人才高地建构比较研究的过程。王子丹[11]以及邱丹逸[16]等认为，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世界高水平的人才高地，这些国家开展了大量具有创新性的人才工作，取得

丰富的实践经验。例如，发达国家注重推进实施国际人才引进工程、建设高端科研载体平台、打造产学

研人才培养模式、推行多元人才评价方法、赋予人才研究成果所有权、创新国际人才网络等人才集聚与

发展工作。这些工作实践在政府赋能、政策保障、平台建设、环境优化等方面，为我国建设世界级人才

高地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人才高地研究在扎根研究中国本土实践的同时，也

保持着对国际人才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开放包容态度，主动吸纳国际人才高地建构的经验知识。 

5. 基于路径的研究维度 

人才高地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复杂的要素内容和利益关系，经常面临制度、政策、机制、

资源、技术等问题障碍。为了破除问题制约，学界着力分析人才高地建构的问题表征，探究问题梗阻的

形成机理，并提出高效高质建设人才高地的实现路径。学界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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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政策制度优化路径。政策制度研究者认为，人才流动集聚、人才创新创业、人才事业发展等若

受到政策制度缺失或不完善的制约性影响，人才高地建设则会出现资源配置效率低、高端人才吸引力不

足、人才国际化水平不高以及人才创新创造效益不足等问题。针对阻碍人才高地高水平建设的问题困境，

黄英[17]与吴昀桥[18]等着眼于优化政策供给，为了有效破除人才流动的政策“门槛”，重点建议不同地

区要完善人才政策顶层设计，加快税收政策合作，加大人才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力度，减轻人才流动的

税收负担，并且在人才引育用管以及社会保障方面实施保证人才自由流动的相关政策；赵明仁等[19]着眼

于创新制度设计，主要从协同融合发展的视角，提出破除政策制度地域性阻隔的有效策略，包括提升引

才制度的开放性、推进区域产教才融合发展以及加快区域一体化发展制度建设等；萧鸣政与张湘姝[20]
则从完善政策制度环境入手，提出要创建自由宽松的人才流动、服务与评价的政策制度环境，推进人才

高地建设融入区域发展战略体系，提高人才集聚与发展水平。 
二是管理机制创新路径。针对人才高地建设的管理堵塞问题，学者均认为要大力创新各类人才管理

体制机制。伊彤[21]与高悦[22]等从人才激励与保障入手，建议优化创新顶尖人才群体管理体制机制，完

善人才薪酬激励与分类评价机制，探索新型的国际科技交流保障机制，并且在重点领域实行简政放权，

赋予人才科研创新自主权等，旨在为人才发展松绑，激发人才创新创造自主性；李楠等[23]主要从人才培

养与治理机制入手，以国际高水平人才湾区实践经验为基础，提议创建人才柔性引进机制，探索人才跨

域联合培养机制，创新优化产学研合作机制，建立多元主体参与、协调合作互促的人才管理体系。 
三是教育发展促进路径。教育发展研究者认为，人才教育是人才高地建设的核心任务。高校教育高

质量发展是实现人才数量与质量双重目标的关键路径。但由于教育理念、方法与技术的落后，高水平建

设人才高地面临诸多问题梗阻。基于此，学者建议采取综合性策略，探索全方位突破问题制约的有效路

径。既有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提出人才高地建构的教育发展促进策略。首先是在教育发展内部建设方面，

曹前有[24]与董小平[25]等综合考虑物质、制度、机制与环境因素，建议要加强对高校人才的精神价值引

领，满足人才经济利益需求，改革人事制度，创建良性竞争机制以及优化人才成长环境等；其次在教育

发展外部建设方面，阎豫桂[26]以及亢利平[27]等在理念、政策与技术方面做文章，明确高校与市场、产

业的开放协作关系，提议加快产学研融合，鼓励多主体办学、联合办学与校企合作，创新人才培育理念、

技术与模式，优化人才服务政策体系，有效保障人才高地建设。 

6. 总结与讨论 

经过将近 30 年的研究探索，“人才高地”成为了我国人才理论研究体系的重要构成，为我国新时代

人才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源泉。基于对既有文献的梳理，本文归纳总结了人才高地建构研究的 4 大

维度，即结构维度、目标维度、比较维度以及路径维度。4 大研究维度及其研究内容构成了人才高地理

论体系的丰富内涵，初步形成了人才高地研究的主题脉络与框架体系，这为人才高地研究的理论化、科

学化与体系化发展提供了基础。尽管人才高地研究取得了初步发展，但人才高地建构内在逻辑尚未清晰

以及研究方法单一化等问题局限突出，后来的研究需要对此进行优化改进。一方面可以深化对人才高地

建构基本原理或命题的研究，实现人才高地理论体系的完整建构。另一方面可以基于学科交叉视角，综

合应用多元研究方法为深化人才高地理论研究提供工具支持。总而言之，人才高地建构需要遵循整体性、

系统性与创新性的发展思路，打造融合开放的世界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并且要扎根中国之治，提炼本

土经验，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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