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81 ─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ISSN  1674-1544
2016 年 7 月	 第 48 卷第 4 期　81-86	

CHINA SCIENCE & TECHNOLOGY RESOURCES REVIEW
ISSN  1674-1544  Vol.48  No.4 81-86,  Jul. 2016

中国基础研究类高层次科技人才流动特征分析

——以环境领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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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寻我国基础研究类科技人才，尤其是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流动特征和规律，对于制定我国基础研究类科技

人才发现、培养和发展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环境领域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为研究对象，对中国该领

域基础研究类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机构流动和国别流动特征进行分析。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进一步对不同动机产生的

人才流动所对应的年龄分布进行探讨，为我国基础研究类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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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the basic research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alents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alent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rsonnel in China. In this paper, the National Outstanding 

Youth Science Foundation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sic 

research talents’ flow among institutions and countries are analyzed. Further, based on Maslow's theory of 

needs, the age distribu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flow of talents of different motives is discussed, which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high level talent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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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础研究类科技人才是指在科技活动中主要

承担发现自然界物质运动的规律、揭示自然现象

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职能的人才，包括探索基

础研究中所获得成果在实践中应用可能性的应用

基础研究类人才。基础研究本身具有长期性、不

确定性和产出效益间接性等特征。基础研究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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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人才的工作产出主要为各项科技活动提供知识

存量，是各项科技活动得以进行的基础 [1]。该类

科技人才的合理有续流动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

要体现，对于推动我国基础研究事业的发展至关

重要。因此，探寻我国基础研究类科技人才，尤

其是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流动规律，分析该类科技

人才流动与人才成长环境及过程的内在联系，对

于制定我国基础研究类科技人才发现、培养和发

展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专门针对基

础研究类科技人才的研究仍主要借鉴发达国家的

经验。国外对高层次科技人才流动的相关研究，

是随着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和实践的逐步深入而引

发学术界关注的 [2]。从最早的劳动力迁移理论、

人力资本流动理论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各国学者

从“人才外流”问题着手研究人才流动 [3]，主要

涉及人才的空间地理分布和人才的职业分布两个

视角，分为“个体—组织—社会”3 个层面 [4-5]。

国内研究者对人才成长及人才流动问题的研究一

般采用两类分析视角：一是质性研究方法 [2,6]。大

多数学者采用面访、问卷调查、专家咨询法等多

种研究方法对高层次科技人才成长和流动问题进

行整体性探究，并进一步通过归纳法逐步形成相

关理论，定性地分析总结出人才成长和流动的关

键影响因素。二是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方法的研

究。近年来，基于履历信息开展科技人才流动机

理的相关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学者们基于履历信

息、问卷调查信息等研究构建和验证人才流动的

模型和基本原理，是科技人才流动研究中逐步引

起学者关注的具有很大发展潜力和价值的一种分

析手段，但是在宏观层面的研究不多 [2]。

本文将以环境领域为例，着重探讨我国基础

研究类高层次科技人才在机构层面和国别层面的

流动特征，并进一步基于需求理论挖掘和分析人

才流动的深层次动机。

2 数据来源

基础研究类科技人才的研究更多地依赖政

府的政策干预和基金资助，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是我国支持基础研究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的代

表性基金 [7]。本文主要以 1999-2009 年度所有环

境领域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以下简称

“杰青”）96 人作为研究对象，形成样本数据，并

抽取数据库中的有效样本进行针对性分析，并对

中国该领域基础研究类高层次科技人才从接受本

科教育起截至 2015 年的教育和工作的流动特征

和动机开展分析。

本研究的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科学技

术信息研究所“中国高层次科技人才信息数据

库”。 其中，聘请分类专家和领域专家主要参照

科学技术部科技计划管理项目“专家分类体系与

标准研究”成果中的领域分类标准以及国家标准

《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2009)环境领域

人才的分类和标识。

人才基本信息由专业的信息采集队伍，主要

通过人才所在单位的官方网站对其个人的介绍、

人才个人网站、人才参评荣誉和奖励的填报网站

等渠道获得；通过网上检索与手工检索相结合的

方法，对 1999—200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每年公布的获得者截至 2015 年的有关数据

进行收集、鉴别、清洗加工。

3 人才流动轨迹的总体特征

3.1 机构流动特征

本文主要分析了人才在教育和工作过程中的

机构流动特征和国别流动特征。其中，人才在机

构间的流动可进一步分为刚性流动和柔性流动两

类。刚性流动是指人离开前一个工作或学习岗位

后全职进入下一个岗位，例如全职攻读学位、全

职博士后、全职工作等；柔性流动是指担任现有

的职责外同时兼任下一个新的职责，例如在职攻

读学位、在职博士后、在职访问、兼职等。

3.1.1 刚性流动

在 96 个样本点中，在教育过程中发生刚性

流动的人数为 77 个，占总人数的 80.2%，发生刚

性流动的总人次为 103 个；其中，46 人的刚性流

动全部发生在大学。在工作过程中发生刚性流动

的人数为 60 个，占总人数的 62.5%，发生刚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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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总人次为 119 个（表 1、图 1）。其中，7 人

只在大学流动，9 人只在科研机构流动。

3.1.2 柔性流动

这里将柔性流动类型分为在职硕士、在职博

士、在职博后、在职访问和兼职 5 种类型。在 96
个样本点中，发生柔性流动的总人数为 56，占

总样本数的 58.3%。发生柔性流动的总人次为 86
个，其中在职访问的人次最多，占总流动人次的

33.7%；其次为兼职和在职博士，分别占总流动

人次的 32.6%和 19.8%。

3.2 国别流动特征

这里的国别流动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人才在教育和工作生涯中，从国内机构向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机构流动以及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机

构之间流动。

在 96 个样本点中发生国别流动的人数为 82
个，占总样本数的 85.4%。可见，在基础研究类

拔尖人才中，国外教育背景或国外工作经历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此外，有国外教育背景（包

括硕士、博士、在职硕士、在职博士）的人数为

37 个，占总样本总数的 38.5%，占发生国外流动

人数的 45.1%。这说明，在高层次科技人才中，

有接近一半的人拥有国外学历；在进行国别流动

的人才中，最主要的出国动机是接受教育，包括

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大约占总国别流动人才的

一半。

在 96 个样本点中发生国别流动的总人次为

183 个，其中柔性流动人次为 66 个；刚性流动

表 1 教育和工作过程中的机构刚性流动情况

教育机构刚性流动 工作机构刚性流动

次数/次 人数/次 占发生流动总人数的百分比/% 次数/次 人数/次 占发生流动总人数的百分比/%

0 19 19.8 0 36 37.5

1 51 53.1 1 26 27.1

2 26 27.1 2 16 16.7

3 12 12.5

4 6 6.25

合计 100.0 合计 100.0

图 1 不同过程中机构刚性流动的性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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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为 117 个，占总人次的 63.9%。在发生国别

流动的总人次中，赴美国的人次最多，其次是日

本，人次数分别为 46 个和 42 个，流动到美国和

日本的人次共计占总流动人次的 48.1%。具体数

据如图 2 所示。

4 人才流动的需求动机

马斯洛认为，个体成长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动

机，而动机是由多种不同性质的“需要”所组成

的。他将人类的需要由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需

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

现需求。他提出，人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

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低层次的需要基本得

到满足以后，其激励作用就会降低，高层次的需

要会取代其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 [8]。

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本文提出如下每次流

动原因归类的原则。

（1）无固定工作或者拥有中级及以下职称情

况下的流动视为基于生理安全需求层次的流动。

此时，由于刚刚走向社会，工作坏境的不确定性

很大，该个体主要追求物质需求的满足。

（2）拥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进行的流动视

为社交尊重需求层次的流动。此时，该个体不再

过分关注物质上的需求，而更在乎精神价值的实

现。

（3）获得国家级重要人才工程计划资助，如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

计划后的流动视为基于自我实现需求层次的流

动，此时该学者可以“充分地、活跃地、忘我

地、集中全力全神贯注地体验生活，实现自己的

理想”[8]。

通过统计分析得出，在我国环境领域基础

图 2 国别流动整体特征

图 3 最后一次以生理安全需求为主要动机流动对应的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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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类高层次人才中，最后一次把生理安全需求

作为主要动机流动的平均年龄为 30.8 岁，具体

直方图分布如图 3 所示。可以看出，该分布近似

为正态分布，处于 30—34 岁的人数最多，而处

于 25—29 岁和 35—39 岁年龄段的人数次之。这

与我们的预期基本相符。大部分人（本样本为

96.87%）在 40 岁之前，必然会解决温饱等物质

方面的问题，而第一个需求层次——生理安全需

求得到满足而不再发生流动的平均年龄为 31 岁

也是合理的。

进一步分析社交尊重需求层次的流动特点发

现，首次进行该层次流动的人才年龄分布也近似

服从正态分布（图 4）。在 96 个样本中，有 69 个

进行了社交尊重层次的流动，大约占总样本容量

的 71.9%。也就是说，大约 28.1%的人不倾向于

通过机构流动获得精神层次需求的满足，而是踏

实地在原机构逐步获得各层次需求的满足。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环境相符。然而，大部分人

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倾向于去寻找更

适合自己的工作机构。计算可得，我国环境领域

基础研究类高层次科技人才首次进行社交需求层

次流动时的平均年龄为 36.4 岁。

图 4 首次以社交尊重需求为主要动机流动对应的年龄分布

图 5 首次把自我实现作为主要动机流动对应的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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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图 3 和图 4 进行对比可以看到，首次进行

社交尊重需求流动和最后一次进行生理安全需求

流动的年龄分布形状很相似，几乎可以通过平移

一个分布而得到另一个分布。这表明进行社交尊

重需求流动的人大约在前一个岗位工作 5 年。这

给政策制定者或机构管理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指

标，即要想留住人才，最好在 5 年内提供满足人

才在精神层次上需求的机会。

最后，对自我实现需求层次流动的特点进

行分析。经过统计，在 96 个样本中，共有 23 个

进行了该层次的流动。这一方面是与人的年龄有

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频率逐渐减小；另

一方面是由于社交和尊重需求得到满足后，对生

活、工作环境的满意度很高，人们不倾向于频繁

流动。分析这些数据，可以得出首次进行自我实

现需求流动时的平均年龄为 41.8 岁。从图 5 可以

发现，该需求层次的流动分布不满足中间大、两

头小的特点。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评判自我

实现流动的标准存在偏差，毕竟追求“个人理

想”的流动并不容易被客观发现和表征。

5 结论与展望

探寻我国基础研究类科技人才，尤其是高层

次科技人才的流动特征和规律，分析人才流动的

动机和原因，对于制定我国基础研究类科技人才

发现、培养和发展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分析环境领域基础研究类高层次科技

人才在工作阶段的职业转换情况以及在受教育阶

段的学习环境变化情况发现，约 80.2%和 62.5%
的人分别在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中发生了刚性

流动；58.3%的人发生过柔性流动，其中在职

访问的人次最多，其次为兼职和在职博士流动。

85.4%的人发生了国别流动，其中赴美国的人次

最多，其次是日本。

进一步将人才流动动机与马斯洛需求理论相

结合，在探讨人才流动动机的过程中可以看出，

最后一次把生理安全需求作为主要动机流动的平

均年龄为 30.8 岁。首次进行社交需求层次流动时

的平均年龄为 36.4 岁，进行社交尊重需求流动的

人大约在前一个岗位工作 5 年。首次进行自我实

现需求流动时的平均年龄为 41.8 岁，随着年龄的

增长，人才流动频率逐渐减小，而在社交和尊重

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往往对生活、工作环境的

满意度很高，从而不倾向于频繁流动。

需要指出的是，人才流动的机理复杂，往往

在流动机构、国别、年龄等相关客观要素的表象

下，涉及更深层次的规律和成因。而本文主要基

于客观的事实型数据，对人才流动的特征和动机

展开分析，还有待进一步结合面访、调研等获得

的主观信息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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