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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人才计划模式抑或
  回归常态化市场机制？

⸺关于新时代科技人才政策的思考

*通讯作者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8年4月15日

资助项目：中国科学院学部院士咨询项目（Y600921601），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与决策支撑系统建设专项（GHJ-ZLZX-2018-32-1），中国科
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Y8X0101501）

① 院士代表呼吁本土人才享受“海归”同等待遇，http://news.sina.com.cn/c/nd/2018-03-11/doc-ifysectm2597157.shtml。

② 代表质疑人才观扭曲 : 本土人才应享受海归同等待遇，http://news.163.com/18/0311/13/DCKCAO8C0001875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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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土科技人才问题是当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对本土人才要“并

用并重”，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专门针对本土人才的人才计划。文章分析了当前政府科技人

才计划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在新时代我国不能延续这种大规模的政府人才计划模式——

除少数人才计划如海外人才引进计划需要特别保留并改进外，我国科技人才政策应该回归

常态化的市场机制，赋予单位用人自主权，从过去重“引”人才转变为重“用”人才，开

创健康有序的科技人才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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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面对新时代，政府科技

人才政策是否需要做出新的战略选择？对此，政府科技人才计划是需要予以重点考虑的课

题。2018 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委员代表呼吁“加大本土人才培养支持力度”①“本土人才享

受‘海归’同等待遇”②。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海归人才和本土人才

要并用并重，一视同仁”。近期，为进一步促进和加强本土人才工作，已有一些地方政府

“科学的春天”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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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了专门针对本土人才的新人才计划③④。中央有关部

门也在积极研究相关政策。但是，在新时代应该如何破

解“本土人才”这个“题”？是简单地延用政府人才计

划模式，还是要有新的、不同的选择？本文主要针对高

校和科技机构的科技人才，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1 我国政府人才计划的演进

1977 年恢复高考，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随

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拨乱反正，我国科技事业和

各行各业一道从“文革”混乱中恢复正常，蓬勃发展。

高层次人才培养制度、职称制度、科技奖励制度、人

才聘用与流动制度、引智工程等各项政策制度逐步走上

正轨。随着国门打开，恢复出国留学制度，迎来公派

留学、自费留学等一波又一波的“留学热”。到 20 世

纪 90 年代初，我国在海外留学工作的人才已具备相当

规模。这批人才构成中国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宝藏”。

1994 年，“百人计划”⑤出台，这是中科院作为一个研

究机构率先推出的我国海外科技人才引进计划。随后，

各种人才引进计划或举措逐步兴起。2008 年，中组部实

施“千人计划”，海外人才引进计划上升为最高层的政

府人才计划。其中，“青年千人”国家资助力度为每人

50 万元安家费、3 年 100—300 万元科研经费，接收单位

一般还会按照 1 : 1 比例配套安家费与科研经费。

海外人才引进计划为我国引进了一大批高层次科技

人才，带回了我国建设急需的各方面丰富的科技前沿知

识，成为当之无愧的生力军，有力推动了我国科技和教

育现代化建设。但是，海外人才计划的实施在海外和本

土人才之间造成了很大差距，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

上的，引起了本土人才的失落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本土人才积极性发挥。由此，政府参照海外人才计划也

出台了针对本土人才的一系列计划。一是专门针对本土

人才的，如中组部的“万人计划”；二是既针对本土人

才也针对留学归国人才的普惠性人才计划，如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的“杰青”项目、教育部的“长江学者”计

划等。这两种类型的人才计划可合并称为“政府人才计

划（国内）”，与政府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相对应。2006

年，国家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

作的决定》⑥，人才计划成为各级党和政府落实决议的具

体抓手，人才计划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据不完全统

计，全国各级各类的政府人才计划有近百个⑦，祖国大山

大河的名字都不够用了。

这些政府人才计划（国内）的出台，对本土人才问

题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也体现了政府和社会对高层

次科技人才的重视。但是，这种“打补丁式”出台的政

府人才计划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产生了对人

才计划“药物依赖”的负效应。由此，当前加强本土人

才工作不能简单延续目前政府人才计划模式，再来一波

专门针对本土人才的“人才计划”运动，而是需要深刻

分析问题根源，对症下药。

2 政府人才计划问题分析

政府人才计划问题有两类。

第一类问题直接针对本土人才。源于海外人才倾

斜政策（如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的“利益冲突”。有倾

斜就有“不平”——“招来女婿气走儿”“不出国不足

以成才”等声音从未间断。发达国家如美、欧为人才竞

争高地，科学文化积淀厚、薪酬待遇好，“人往高处

走”，政府通过调节移民政策就可吸引所需人才。发展

③ 2017 年度无锡市杰出本土人才申报公告，http://lss.wuxi.gov.cn/doc/2017/11/01/1578362.shtml。

④ 成都出台四项新政盘活本土人才资源，http://www.donggang.gov.cn/mshtml/2016-3/62228.html。

⑤ “百人计划”二十年回顾与思考，http://www.cas.cn/zt/sszt/jnbr/。
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http://www.gov.cn/test/2005-07/01/content_11547.htm。
⑦ 全国各级各类创新人才计划多达近百个，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3/341606.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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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如我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处于下风，尤其是改革

开放初期，经过长时期封闭及人才断层，与国际科技前

沿差距遥远，收入水平反差巨大。在这种情况下出台海

外人才引进计划，其“吸引力”必定超过本土人才的待

遇水平，从而引起本土人才一定的失落感在所难免。但

是，对海外人才引进计划，本土人才绝大多数在认识上

是能够理解和支持的。

第二类问题涉及科技人才队伍整体。因“打补丁”

而出台的国内各类政府人才计划产生的负面效应是问题

的关键之所在。虽然政府人才计划（国内）在对人才的

识别、人才积极性发挥、人才市场形成以及增加对人才

的重视和投入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负

面效应越来越突显，导致人才价值导向错位。评价中的

“帽子导向”导致人才标准单一，用人单位难以根据实

际需要合理安排人才制度与政策；多元化人才职业发展

通道被堵塞，对从事成果转化、工程技术研发、支撑服

务等人员积极性影响尤为严重。高校争抢“帽子”人才

成风，加剧人才无序流动，学科和区域间人才差距被进

一步拉大，人才收入差距放大与创新贡献不成比例。

在上上下下热情高涨的“帽子”导向下，形成各种攀

比——人才比谁的“帽子”大，高校比谁的“帽子”

多，管理部门比谁的“帽子”值钱，人才“帽子”评审

中公关盛行，侵蚀了追求卓越的科学精神，科研人员难

以淡泊名利、安心致研，学术生态被破坏。

本质上，产生第二类问题原因在于政府人才计划

（国内）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使用不当。这一政策工具

的使用是有条件的，包括政府名义的必要性，以及限

制规模和时长的规范性，要避免对学术生态造成不良

影响。目前，我国许多政府人才计划实则为“锦上添

花”，并非一定要由政府设立；二是持续时间长，“有

生无死”——“杰青”“长江”自1994 年开始到现在已

经 20 多年，“千人”自 2008 年到现在也已 10 年；三是

获得人才计划的人数众多，各类人才“标签”满天飞。

另外，政府抓“人才计划”等微观管理过多，也导致在

抓环境和机制建设等方面重视不足，没有做到习近平总

书记曾指出的“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

3 新时代人才政策的战略选择

从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到现在的 40 年，我国科技

人才政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邓小平同志提

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

分”为旗帜，属于“拨乱反正与重建恢复阶段”。在此

阶段，人才制度恢复正常，出国留学蔚然成风。虽然留

学回国人员规模小，但庞大的海外人才潜在市场逐步形

成。第二阶段以 1994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

年基金”、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为标志，以中组部

“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为引领，属于“以政府‘人

才计划’模式突显国家对高层次人才倾斜支持阶段”。

在此阶段，国内人才流动机制和人才市场逐步形成，通

过海外人才引进计划吸引了一大批高端人才，自费留学

人员选择学成归国成为主流，我国人才水平与国际竞争

力大幅提升。

目前，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

国家科技竞争日益体现为人才竞争。我国进入高质量发

展的新时代，科技人才政策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对我

国人才政策的战略选择，本文有两个基本判断。其一，

上文所述第二阶段的政府人才计划（国内）模式，其历

史使命已经完成，负面效应凸显，不再适用于新时代人

才政策。其二，在新时代，国内外人才形势已发生巨大

变化，科技人才工作的供给政策需要做出重大调整，应

回归常态化的人才市场机制，删繁就简、提升质量，鼓

励人才多样化发展，开创健康有序的人才工作新局面。

由此，建设“常态化的人才市场机制”成为新时代科技

人才政策的主线。对其特征和工作重点，本文提出进一

步建议如下。

（1）停止为支持本土人才新设政府人才计划，逐步

取消现有政府人才计划（国内），遏制“以帽取人”风

气，恢复正常学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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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赋予单位用人自主权，鼓励用人单位根据自身

和国家发展需要设定机构人才计划，如中科院的“百人

计划”、各高校的人才计划等。推动各单位人才工作从

过去重前端“引”到重后端“用”。更好地发挥人才市

场决定作用，鼓励单位探索多样化、特色化人才制度与

方法，各类人才并用并重，以人才水平、绩效和实际贡

献为标准，让人才通过实践脱颖而出。

（3）政府从人才引进、人才遴选与标识等过程性管

理和微观管理中脱身出来，主要负责人才工作的宏观管

理、平台与环境建设，建立合理的人才队伍建设整体结

果监控评估及相应的资源配置机制。

（4）改进政府海外人才引进计划，以便与常态化

人才市场机制政策相一致。主要有两方面调整，其一，

根据海外人才引进质量和效果采取对用人单位的后补助

模式；其二，停止政府公示获资助人才名单的做法，以

落实单位用人自主权，并减少人才“标签”化在价值导

向上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提升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综合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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