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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人才政策的演变规律是科技人才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人才政策的演变规律进行探究有助

于为人才政策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借鉴。[ 方法 / 过程 ] 基于人才政策发文量特征，利用时间序列可视化复杂网络的方

法对我国 2000—2018 年人才政策的整体、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类型政策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分析。[ 局限 ] 在政策选取、分

类分析与归纳方面还有一定局限性。[ 结果 / 结论 ] 整体上，我国 2000—2018 年的人才政策可以划分为 2000—2006 年的

探索阶段、2007—2012 年的体系确立阶段和 2013—2018 年的创新发展阶段。从区域角度看，西部地区人才政策发展演

变阶段要明显落后于东、中部地区。从政策类型角度看，引进政策、培养政策和管理政策发展演变阶段具有一致性，确

保了不同时期三种人才政策的作用均能有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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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law of talent polic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research on talent polic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law of talent policy helps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talent policy. [Methods/Processes]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talent 

policy, we use time series visualize of complex networks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talent policy from 

2000 to 2018 in terms of overall,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policies. [Limitations] There are some limitations in 

policy selection,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and induction. [Results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of the overall analysis of China’s talent 

policy show that China’s talent policy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exploration phase from 2000 to 2006, the system estab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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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from 2007 to 2012, an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hase from 2013 to 2018. The reg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alent 

policy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alent policy in the western region lags behind that of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ypes,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stages of attraction policies, cultivation policies, 

and management policies are consistent, ensuring the role of the three types of talent polic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Keywords: Talent Policy; Visual Analysis; Complex Network; Policy Evolution; Policy Characteristic

引言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则是创新的

第一资源。功以才成，业以才兴。自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了人才工作的重要性。

2019 年 10 月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

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多种形式高层

次人才培养平台，培育一批领军人物和高水平

创新团队。”2021 年 9 月 27 日召开的中央人

才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

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

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

高地，为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

人才支撑，为 2050 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打好人才基础”。自 20 世纪 70 年代人才

学在中国兴起以来，人们对人才的认识不断加

深，引才、养才、管才和评价等政策层出不穷。

如今，“抢人大战”已经成为地区常态，2019

年的南京市、广州市等地区，2020 年的上海市

均通过放宽落户政策的方式展开了新一轮的人

才争夺战。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人才政策不

断调整以适应、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取

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

人才政策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以下

三项问题。第一，政策发布频繁，不同地区间

有恶性竞争的趋势 [1]；第二，区域间社会经济

文化背景不同，人才政策却同质化严重；第三，

人才政策力度可持续性不足 [2]。鉴于我国人才

政策暴露出来的问题，对我国人才政策发展演

变的时间性、空间性、系统性进行全面分析非

常有必要。因此，本文从我国人才政策的发文

量特征出发，利用时间序列可视化复杂网络方

法对我国人才政策整体和不同区域人才政策发

展演变的关联性进行了量化分析，并研究了不同

类型人才政策的时间序列特质，对政策演变阶段

进行了划分，通过对人才政策时间序列特征的分

析，厘清人才政策发展历程，为未来人才政策的

制定提供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

将时间序列可视化复杂网络应用于我国人才政策

分析当中，探究人才政策时间关联性；（2）不

仅分析了我国人才政策的发展特征，而且将空

间因素、政策类型等因素融入研究当中，使人

才政策演变方面的研究更加全面、完善；（3）

在探明人才政策发展规律的同时，也为以往人

才政策的质性分析提供了量化分析支持。

1　相关研究现状评述

人才政策是国家或者地区相关党政机关及

其他机构在一定时期内制定的指导人才工作的

法律法规、规划、计划、意见、办法、细则、措施、

条例等制度的总和 [3-4]，影响人才培养、开发和

利用的全过程 [5]，涉及人才引进、培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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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评价等。现有对人才政策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政策分类、政策发展历程、政策内容对比、

政策评价等方面。

在人才政策分类研究方面，《中国科技人

才发展报告（2016）》中把人才政策分为了人

才流动与吸引、人才选拔与使用、人才激励、

人才培养、人才评价和人才保障 6 类。有学者

按照 Rothwell[6] 的政策分类方法，根据政策目

标的不同将人才政策分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

境型政策 3 个类别。也有学者借鉴 Mckean[7] 的

分类方法将人才政策分成了权威型、激励型、

能力建设型、征集劝诫型和系统变革型 5 个类

别 [8]。薛楚江等 [9] 根据人才政策时间性、空间

性和历史性的特征把人才政策分为人才吸引与

保障政策、人才培养与发展政策、人才管理与

维护政策、人才评价与考核政策 4 种类别。《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在

人才的培养、引进和利用三个方面提出了更高

要求，可以简化为人才的来源和使用两个维度，

本文从这两个维度出发把人才政策分为引进政

策、培养政策、管理政策 3 类。引进政策和培

养政策强调了人才的来源，管理政策强调了人

才的使用。

在人才政策发展演变历程研究方面，王少

等 [11] 把我国的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历程划分为

摸索（1949—1977 年）、发展（1978—2002 年）

和深化（2003 年至今）三个阶段。刘民主 [10]，

刘波 [5]，李艳萍 [12] 等分别对我国的人才发展阶

段和人才政策发展演变历程进行了划分，人才

发展大致经历了“萌芽 - 形成 - 丰富 - 完善”四

个阶段，人才政策大致经历了“恢复调整 - 体

系确立（体制改革）- 发展（战略导向）- 完善（创

新发展）”四个发展演变阶段。刘忠艳等 [13] 根

据科技体制改革（1985）、科教兴国战略（1995）、

人才强国战略（2002）、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2）

四个标志性事件将我国人才政策分成了“恢复

调试阶段 - 初步确定阶段 - 积极推进阶段 - 深入

推进阶段 - 全面创新治理阶段”五个阶段。郭

哲 [14] 同样利用上述四个标志性事件将我国人才

政策的演变分成了“恢复调整 - 初步确立 - 转型

完善 - 深化改革 - 全面建设”五个阶段。薛楚江

和谢富纪 [9] 从人才政策成本收益的角度把我国

2000 年以后的人才政策分为了 2000—2006 年

探索阶段、2007—2012 年飞速发展阶段、2012

年以后的成熟稳定阶段，并对专有性人才政策

和高层次人才政策进行了阶段划分。

在人才政策内容对比方面，解佳龙等 [15] 基

于人才政策颁布年度、适用范畴、政策工具和

执行效力四个维度，运用文本计量分析法对中

关村、光谷和张江三个代表性的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的人才政策进行了异同分析。苏立宁 [16]

对长三角地区四个省份人才政策进行了异质性

分析。黄怡淳 [17] 按照引进、培育与发展、激励

与管理的政策分类方法对北上广深四地的人才

政策进行对比分析。鉴于当前人才政策对比的

研究仅限于国内省市之间，李宁等 [18] 从政策对

象、政策目标、政策举措和政策评价四个方面

对比了上海与韩国人才政策，发现韩国人才政

策注重人才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和使用，而上海

人才政策只重视高端人才的培养。

在人才政策评价方面，现有研究以主观评

价为主。例如，陈新明等 [19] 构建了政策措施、

政策对象和政策目标的政策评价框架，用德尔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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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法对要素权重打分测算了政策效力。顾玲琍

等 [20] 运用专家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对人才引进

政策指标体系中各个因素的权重进行了测算，

并对上海科技人才引进政策进行了评价。李国

锋和孙雨洁 [21] 将人才政策分为奖励型、发展型

和保障型政策三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

人才引进政策评估体系，对济南、武汉、成都

人才引进政策进行了打分。谭春辉等 [22] 运用政

策文本计量方法构建了政策工具、政策要素、

政策目标、政策效力四维分析框架对我国 115

份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评价。虽然层次分析法

将主观因素进行了量化，但方法本身是以主观

评价为前提的。张惠琴等 [2] 构建了政策工具、

政策目标和政策力度三维分析框架，并对四川

省人才政策进行了评估，发现四川省存在环境

政策工具过溢，政策目标重人才规模，政策力

度可持续性不足等问题。

从上述文献回顾来看，对人才政策分类、

发展演变历程、区域对比、政策评价方面的研

究取得了一定成果。虽然文本分析、内容分析、

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标志性事件研究法等

被广泛应用，但是研究方法仍然集中在定性研

究方面。人才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往往具有连续

性，现有政策设计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历史政策

的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很少涉及人才政策的时

间序列特质。因此，本文利用时间序列可视化

复杂网络方法对新世纪以来我国人才政策进行

了分析，为了避免新冠疫情冲击对人才政策的

影响，本文选取了 2000—2018 年地级市及以上

级别的政府机关单位发布的人才政策作为研究

样本。而且，将人才政策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

地区，将区域特质融入研究。同时，将人才政

策划分为引进政策、培养政策、管理政策三类，

分别对三种类型政策进行了分析，探究不同类

型政策的发展演变异同。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2.1.1　时间序列可视化原理

本文采用 Lacasa 等 [23] 提出的时间序列可视

化方法进行网络构建。首先，将子系统 x(t) 的

离散时间序列数据对应为网络的节点，根据可

视准则构建网络连边。在时间序列 x(t) 中的任

意两点数据 (ta, xa) 和 (tc, xc) 之间可视即可建立

连边，且两点之间任意一点 (tb, xb)，当 ta<tb<tc 时，

均满足公式（1）：

( )
a b

b a a c
c a

t tx x x x
t t
−

< + −
−              （1）

如图 1 所示，图 1(a) 中直方条的高度代表

每个时间点的数据值，如果两个直方条的顶端

相互可视，则对应的两点在 (b)图中的网络相连。

图 1  可视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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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根据时间序列节点和边构建邻接矩

阵，并形成网络图，如图 2 所示。

开始

输入：时间
序列

转化成网络

计算网络特征

结束

图 2　时间序列网络构建过程及网络特征提取

2.1.2　复杂网络基本概念

（1）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

在一个复杂网络中，与度中心性关系最密

切的就是度，其侧重点是整个网络的中心程度，

表象就是整个网络的集中程度，度中心性就是

衡量整个网络中单个节点或一组节点在网络中

的重要程度，对于有 n 个结点的图 G (V, E)，结

点 v 的度中心性 CD(v) 为：

  1
)(deg)(

−
=

n
vvCD                   （2）

（2）特征向量中心性（Eigenvector Cen-

trality）

特征向量中心性是指派给网络中的每一个

节点的相对得分，得分高的节点的连接要明显

大于得分较低的节点的连接。对于第 i 个结点，

中心性指数与所有连接它的结点的指数和成正

比，从而得到公式（3）：

,
( ) 1

1 1 N

i j i j j
j M i                       j

x x A x
λ λ∈ =

= =∑ ∑             （3）

其中，M(i) 是连接到 i 结点的结点集合，

N 是总结点数，λ 是常数。矩阵形式表示为
1X AX
λ

= 或者特征方程 AX=λX。
3、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

在复杂网络中，紧密度表示最小路径长度，

因为这样会对更多的中心结点赋予更高的值，

而且它通常与其他指标的度量值相联系。紧密

度是中心性的一种复杂度量，对于一个无向图

来说，其定义如下：

  ∑
≠=

−
= N

ijj
ijd

N

,1

c
1C

                       （4）

其中接近中心性越大，表明节点越居于网

络中心，在网络中就越重要。

2.1.3　社团划分算法

一般来说，在网络中的一组节点要比网络

中其他部分的内部相互关联更加紧密 [24-25]，按

照内部关系紧密程度对节点进行划分就是社团

聚类法。如何从大规模的网络数据中发现最优

的聚类结构是一个开放的热点问题，一般可以

通过优化特定的指标函数来实现，其中 Girvan

和 Newman[26] 于 2002 年提出的模块度 Q 是其

中最为流行的一个。其函数形式如下所示：
2

1

1

2 1

2

1 1  1
2

in
K i i
i

K j j kinter
j k

l dQ
L L

d dL
L K K L

=

−

= =

  = −  
   

− 
= − − −  

 

∑

∑ ∑      (5)
其中 K 表示聚类的数目，L 表示网络中边

的总数， in
il 和 di 表示聚类 i 的团内边数目和总

的边数， interL 代表总的团间边数目。模块度 Q

定义为位于聚类内部的边数，减去不考虑聚类

结构时落在随机网络中的相同数量边的期望值。

Q 的数值可以指示聚类结构的优劣，Q 值越大

表示网络中的聚类结构越明显。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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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三个集群的网络社团划分

2.2　政策分类与数据收集

2.2.1　人才政策分类

从人才的开发管理流程来看，政府制定人

才政策的直接目的就是获取人才和使用人才。

获取人才的渠道有两个，一是引进人才，二是

培养人才。因此，本文把人才政策分为引进政

策、培养政策和管理政策三种类型，如表 1所示。

引进政策实质上就是通过优厚的待遇以及相关

便利对人才进行引进，并吸引更多的人才主动

迁入；培养政策主要是根据本地人力资源情况

对本地人才进行培养；管理政策主要为了加深

对本地人才情况的了解，加强分配管理并对人

才进行评估，促进其创造性工作，提高人才使

用效率。

表 1　人才政策 3 分类表
类别 内涵 关键词

引进政策
通过物质和精神奖励以及构建有吸引力的基础设施等方式直
接或者间接加速人才向本地区聚集，并为人才跨国界、跨地
区、跨部门、跨岗位流动提供便利的政策。

吸引、引进、资金补贴和激励、落户、聘请、
配套设施建设、环境构建、安置住房、子女
入学等。

培养政策
为增强本地区人的意识、能力和素质，以及促进本地区人才
的进一步发展提升所制定的政策。

培养、选拔、队伍建设、培训、发展、项目
申报、开发、计划等。

管理政策

通过调查，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管理，构建数据库、平台等方
式来加强对本地区人才状况的了解以及为所在地区人才的能
力、绩效、贡献等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所制定的一系列标准、
评价考核方法等的政策。

状况调查、基金管理、需求调查、数据库建
设、维护、评价、考核、审查等。

2.2.2　数据收集

为了分析新世纪以来我国人才政策发展演

变规律，且避免新冠疫情对政策冲击的影响，

本文选取了我国 31 个省 2000—2018 年的所有

地级市及以上级别政府、党政机关等单位发布

的人才政策作为样本，经过整理，去除掉了表

彰通知类、授予头衔类、活动评选类、行政批

复类、名单公布类、换届通知类和任免通知类

政策，最终收集了 2136 条人才政策，政策数据

均来自北大法宝数据库。按照表 1 中的分类方

式和关键词将政策分成了 3 类，有部分政策内

容涵盖了多个类别，所以在政策分类统计过程

中采用了重复计数的方法。我国 2000—2018 年

人才政策发文量情况如图 4 所示。

3　人才政策可视化分析

3.1　人才政策整体分析

根据收集的政策数据，本文对我国 2000—

2018 年所有人才政策整体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时

间序列可视化分析。首先，本文测算了 2000—

2018 年我国人才政策总发文量的中心性来对人

才政策发布的关键时间节点进行了识别，分别

利用了度中心性、特征向量中心性和接近中心

性三种方法，识别结果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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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0—2018 年人才政策总发文量关键时间节点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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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性越高，越能与其他时间点产生联

系，说明该时间节点越重要。由图 5 可知，三

种中心性方法识别的关键时间节点大致相同，

识别结果稳健性较高。不难发现，2006 年是一

个关键时间节点，2006 年中心性很高且前后中

心性发生了剧烈变化。同样，2012 年也是一个

关键时间节点。根据人才政策的关键时间节点

识别结果构建可视化网络，如图 6 所示。可视

化网络以 2006 年和 2012 年为时间节点把我国

2000—2018 年的人才政策发展演变划分为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0—2006 年，第二阶段为

2007—2012 年，第三阶段为 2013—2018 年。

同时，本文利用社团划分算法对人才政策发文

量所形成的复杂网络进行了聚类分析，聚类结

果如表 2 所示，结果与上述方法结果一致。

2006 年是《2002—2005 年全国人才队伍建

设规划纲要》的截止年，其截止标志着我国人

才培养、引进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时，

2006 年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2006—2020 年）》，将科技人才相关工

作作为科技工作的首要任务，为未来十余年的

人才工作指明了方向。2006 年也是我国创新文

化与创新生态系统加强建设的开始 [27]，人才是

创新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人才政策也

随之发生巨大调整。2006 年颁布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是 2006 年之

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推动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

作的纲领性文件。自此，我国对人才的需求向

高技能人才转变。因此，2006 年是我国人才全

方位发展体系确立的标志性年份。

2012 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要求转变

发展方式，这对人才质量和人才结构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同时也要求对人才政策体系进行创

新发展和完善。将我国人才政策发展划分成三

个阶段与薛楚江和谢富纪 [9] 从政策演变的成本

收益视角对我国人才政策演变阶段的划分是一

致的。

图 6　2000—2018 年人才政策总发文量网络

表 2　2000—2018 年人才政策总发文量社团划分法聚类分析表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发文数量 0 0 0 0 0 1 1 0 1 1 1 1 1 2 2 2 2 2 2

3.2　人才政策分地区分析

上一部分对我国人才政策总体的发展演变

情况进行了分析，接下来对我国人才政策进行

分地区的分析讨论。按照常用的分类方法将

我国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三个区域①。关键时间节点的识别情况如图 7

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
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
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1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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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图 8—图 10 分别为东部地区、中部地

区和西部地区的人才政策发文量网络。表 3

为分地区人才政策发文量社团划分算法聚类

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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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00—2018 年人才政策分地区关键时间节点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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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00—2018 年东部地区人才政策发文量网络

图 9　2000—2018 年中部地区人才政策发文量网络

图 10　2000—2018 年西部地区人才政策发文量网络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东部地区人才政策演

变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2000—2012 年和

2013—2018年；中部地区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2000—2003 年、2004—2012 年和 2013—2018 年；

西部地区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6 年、

2007—2015 年和 2016—2018 年。东部地区有

良好的经济、人才、教育基础，政策发展的起

点高，人才政策的发展也持续稳定，在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后直接进入人才政策的高质量

发展阶段。中部地区紧随东部地区步伐，第一

阶段持续时间较短，人才政策很快进入快速发

展阶段，同样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后

进入人才政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西部地

区而言，人才政策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和第三

阶段的时间都滞后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这

也反映出西部地区人才政策体系的构建相对迟

缓，更需要完善的人才政策体系来带动地区社

会、经济和产业的发展。

表 3　2000—2018 年分地区政策发文量社团划分法聚类
分析表

年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2000 0 1 0
2001 0 1 0
2002 0 1 1
2003 0 1 0
2004 0 0 0
2005 0 0 0
2006 0 0 0
2007 0 0 1
2008 0 0 1
2009 0 0 1
2010 0 0 0
2011 0 0 0
2012 0 0 1
2013 1 2 1
2014 1 2 1
2015 1 2 1
2016 1 2 0
2017 1 1 2
2018 1 1 2

3.3　人才政策分类型分析

不同类型人才政策的政策目标不同，所以

其发展演变阶段也不尽相同。本文对引进政策、

培养政策和管理政策三种类型人才政策进行了

关键时间节点识别，结果如图 11 所示。通过关

键时间节点识别结果对三种类型人才政策进行

了可视化网络构建，结果如图 12—图 14。最后，

通过社团划分算法聚类分析对三种类型的人才

政策发文量进行了阶段划分，结果为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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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6.007



基于时间序列可视化复杂网络的中国人才政策演变分析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23 年·第 9 卷·第 6 期 089

图 12　2000—2018 年引进政策发文量网络

图 13　2000—2018 年培养政策发文量网络

图 14　2000—2018 年管理政策发文量网络

综合上述计算结果，引进政策演变可以分

为 2000—2003 年、2004—2011 年、2012—2018

年三个时期；培养政策可以分为 2000—2006 年、

2007—2012 年、2013—2018 年三个时期；管理

政策可以分为 2000—2005 年、2006—2012 年、

2013—2018 年三个时期。培养政策和管理政策

的演变与所有政策整体的演变阶段划分基本一

致，引进政策除了第二阶段略有提前外，也基

本与培养政策和管理政策保持一致。三种政策

的第一阶段（约为 2000—2006 年）是我国引才、

育才和用才稳步提升的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

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的初期，人才供给不足以满

足全国各个地区发展需求，需要稳定的引进和

培养来增加人才总量，同时管理并利用好已有

人才，也是人才引进、培养、使用的筑基期。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我国对人才的要求逐步提

高，逐步转向高技能人才，进入人才政策发展

的第二阶段（约为 2007—2012 年）。结合图 4

中三种类型政策的发文有效量变化趋势来看，

在第二阶段三种政策的有效数都逐步提高，这

一阶段是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的发展期，有

表 4　2000—2018 年分政策类型发文量社团划分法聚类
分析表

年份 引进政策 培养政策 管理政策

2000 0 0 0
2001 0 0 0
2002 0 0 0
2003 0 0 0
2004 1 0 0
2005 1 0 0
2006 1 0 1
2007 1 1 1
2008 1 1 1
2009 1 1 1
2010 1 1 1
2011 0 1 1
2012 2 1 1
2013 2 2 2
2014 2 2 2
2015 2 2 2
2016 2 2 2
2017 2 2 2
2018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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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解决了人才供需矛盾。2013 以后我国进入创

新发展阶段，此时进入人才政策发展的第三阶

段，这一阶段一般性人才供需实现平衡，对高

端人才的需求增加，人才的引进、培养和管理

进入稳定阶段，这一阶段的人才政策的重点应

该是引进和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以及用好现

有人才，把人才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4　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时间序列可视化网络的分析方法

对我国 2000—2018 年人才政策发展演变进行了

分析，并从人才政策空间与人才政策种类两个

维度对人才政策的发展演变阶段进行了划分，

以量化的方法为以往的定性分析提供了依据。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通过时间序列可视化复杂网络以及

社团划分法将我国 2000—2018 年的人才政策发

展演变划分了三个阶段：2000—2006 年的人才

政策探索阶段、2007—2012 年人才政策体系确

立阶段和 2013—2018 年人才政策的创新发展阶

段；第二，我国人才政策演变具有区域不平衡性。

通过分区域研究发现，人才政策的演变进程东

部地区最快，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慢；

第三，我国三类人才政策演变进程具有一致性。

确保了三种类型人才政策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均

满足发展的需求。

基于上述人才政策发展演变阶段的分析，

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中央政府要从整体上精准掌握我国

人才政策演变阶段，制定符合阶段演变趋势的

政策。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人才的需

求会发生改变，这也推动了人才政策的演变，

准确了解经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把握人才

政策演变阶段，制定的人才政策才能有效且高

效。其次，要缩小区域间人才政策演变差异，

促进东中西部人才政策的协调。西部地区人才

政策演变相对滞后，可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人

才政策体系引领人才的发展，避免区域间人才

政策演变差异扩大，防止人才分布的“马太效

应”。最后，从不同类型人才政策发展演变看，

在引进、培养、管理方面要继续保持三种类型

人才政策发展演变的一致性，确保在每个时期

三种类型人才政策均能发挥出最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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