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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人才高地是实现新时代人才强国的重要举措。建立人才高地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审视人才高地的竞争

力水平和发展趋势，也有助于优化人才高地的建设路径。鉴于目前还未形成专业系统的人才高地评价指标体系，人才

高地竞争力水平与发展态势如何评估尚未可知，故以国家竞争发展阶段为理论基础，将人才高地发展分为起步、培育、

成熟和巩固 4 个阶段。研究发现，这 4 个阶段人才高地核心竞争优势来源分别为建设良好人才环境、加大人才投入、提

升创新能力和促进可持续竞争力。因此，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比性的评价原则，构建包括人才环境、人才投入、

创新能力和可持续竞争力在内的人才高地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我国人才高地建设和发展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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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mpetitive Development Stage an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alent High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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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a talent highland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chieve a strong talent country in the new 
era. Establishing a talent highlan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helps to examine the competitiveness level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alent highlands, while optimizing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alent highlands. Given that 
there is currently no professional and systematic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alent highlands, it is unclear 
how to evaluate the competitiveness level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alent highland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national competitive development stage, the development of talent highlands i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initiation, cultivation, maturity, and consolid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cor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talent highlands in these four stages are: building a good talent environment, increasing talent 
investment, enhancing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competitiveness. Following the 
evaluation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ity, operability, and comparability, a talent highlan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has been constructed, including talent environment, talent investment, innovation ability, and sustainable 
competitiveness, in order to provide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alent highlands in China.
Keywords: talent highland, stage of national competition development, competitive advantag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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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人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各国之

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为了深入实施

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明确提

出，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不仅要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建设

高水平人才高地，还要在一些中心城市建设吸引

和集聚人才的平台，加快形成战略支点和雁阵格

局 [1]。建设人才高地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

高质量发展、弥补我国人才队伍短板、有效应对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战略。当前，

我国各大城市纷纷掀起建设人才高地的浪潮，如

武汉市大力推进招才引智，加快集聚高端人才打

造创新涌动之城；重庆市深入实施英才计划，坚

持“四个导向”加快建设全国重要人才高地；湖

南省奋力打造青年科技人才生力军，建设湖湘人

才高地 [2]。但是如何考察人才政策实施效果、如

何衡量人才高地建设成效等尚未可知。研究和构

建人才高地评价指标体系，一方面可以促进人才

高地理论研究，对影响人才高地建设发展的各种

因素进行归类总结，了解人才高地发展的特征、

脉络和区域特征；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人才高地建

设实践，通过人才高地竞争力水平、发展态势的

科学评价实现以评促建，为各区域建设人才高地

提出有针对性的路径和方法。

目前，关于人才高地的理论研究多集中在

人才高地的内涵 [3]、层级 [4]和类型 [5]等方面，但

尚未形成人才高地的统一概念。关于人才高地的

实践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时间维度的研

究，即通过对区域人才高地的建设现状分析提

出未来建设思路 [6]；二是空间维度的研究，发现

人才高地呈现出沿海多内陆少、东强西弱的趋

势 [7]。但对人才高地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研究较

为欠缺，相关文献主要围绕城市竞争力、人才国

际竞争力、人才创新能力、创新中心等方面开展

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如王雨飞等 [8]从知识创新

能力、和谐包容能力、生态宜居环境、文化多元

环境、全域协同能力、对外联络能力 5 个方面对

城市竞争力进行了综合测度；瑞士洛桑国际管理

发展学院（IMD）等发布的《世界人才排名》建

立了包括投入与发展、吸引力、就绪度在内的人

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9]；沈春光等 [10]从人才投

入、产出和环境建设 3 个方面对区域科技人才创

新能力进行了评价；康奈尔大学等发布的《全球

创新指数报告》构建了包括制度、人力资本和研

究、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度、知识

和技术产出 [11]、创意产出在内的全球创新中心

评价指标体系。这些研究或报告虽然提出了与人

才相关的较为成熟的评价指标体系，但评价对象

多集中于高层次人才，尤其是高层次科技创新人

才，而忽视了人才的结构和层次；评价范围以省

市、国家为主，跨区域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评

价指标也不太均衡，忽视了人才和区域的相互作

用和可持续竞争能力。

如何科学系统地评价人才高地，促进人才高

地的建设与发展，笔者认为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①什么是人才高地，即人才高地的特征、要素、

内涵是什么？②人才高地“高”在何处，即人才

高地的竞争优势在何处？围绕上述问题，本文首

先以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发展阶段为理论基础，

探讨人才高地竞争发展阶段，分析人才高地各发

展阶段的竞争优势，初步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高

地评价指标体系。其次遵循科学性、系统优化、

可操作性和可比性原则，对现有的区域人才竞争

力、区域竞争力等评价体系进行优化调整，进一

步增强人才高地评价指标体系的实用性与可操作

性。对此评价指标体系的实际应用，可以明确人

才高地在发展建设中存在的优势和短板，探究我

国人才高地的建设和发展路径，以期对我国人才

高地的建设工作有所参考。

1 人才高地竞争发展阶段

很多学者都曾对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

划分，以此来分析国家经济和产业的动态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波特教授（Michael E Porter）在

《国家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一书中提出了关于国家竞争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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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其将国家竞争发展分为生产要素驱动、投

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 4 个阶段，且认为

每个阶段都具有独特的特征和竞争优势 [12]。在

要素驱动阶段，竞争优势主要来自基础的生产要

素，包括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随着

国家经济的发展，投资成为推动竞争优势的主要

因素。国家逐渐增加对基础设施、技术创新和教

育培训的投资，以提高整体生产力和技术水平。

一旦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国家的竞争优势便转向

科技创新和高附加值产业。企业开始注重研发、

创新和高端技术，以获取市场份额。在财富驱动

阶段，竞争优势则取决于已积累的财富，企业则

更趋于避免激烈竞争。

国家竞争发展阶段理论为国家、地区乃至企

业在如何保持和进一步创造国际竞争优势、实现

竞争阶段转换方面提供了指导思路。人才高地的

建设需要建立在整体国家发展框架下，人才高地

作为人才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竞争力发

展密不可分。国家竞争发展阶段的划分和人才高

地竞争发展阶段的划分都涉及地区、国家或地方

性的经济和发展特征。两者都关注在一定地域范

围内的发展过程，侧重于某一领域或资源的积累

和优势。故本文以波特的国家发展阶段理论为基

础，在人才高地形成过程以及竞争优势转变过程

的分析中充分考虑人才高地的特殊性，按照人才

的聚集程度、创新环境、产业结构等特征将人才

高地发展阶段分为 4 个阶段，即起步阶段、培育

阶段、成熟阶段和巩固阶段（表 1），并指出人才

高地不同发展阶段的竞争优势来源、升级动力、

产业结构和区域表现。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人才

高地可划分为 4 个发展阶段，但各阶段并非相互

独立，如在人才高地成长起步阶段区域也在进行

各种创新活动，只是此阶段创新能力较弱，还是

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各阶段的竞争优势

指的是最主要的竞争优势。

1.1 人才高地起步阶段

在人才高地起步阶段，区域意识到人才对

于发展的重要性，且主要通过生产要素积累来获

得竞争优势。区域利用一定的初级生产要素积累

（如自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

等）来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加速吸引和集聚人

才，获取以人力资源为代表的高级生产要素，为

人才高地的形成奠定基础。人才集聚规模的形成

是一个动态累积的过程，而人才环境是影响人才

集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美国心理学家劳伦斯

（Lawrence S Kleiman）认为个人往往会选择流动

到更适宜的环境。某一地区营造的人才环境越适

宜，越有助于吸引人才流入形成人才集聚 [13]。经

济环境是人才流动与集聚的原始动因。研究表明，

经济增长对人才集聚起正向作用，经济增长每增

加 1%，人才集聚增长 2.096%[14]。政策环境是人

才流动与集聚的重要催化剂。人才政策赋予高技

能群体优先享受本地区市民权力，利用地区公共

服务、职业流动、工资收益等优势，发挥区域对

人才的“拉力”效应，加速人才集聚 [15]。生活环

境最终决定人才流动和集聚的结果。研究发现，

空气污染会显著抑制发明人的创新产出，并显著

增加发明人流失的可能性 [16]。此外，人才积累还

表 1 人才高地竞争发展阶段

发展阶段 起步阶段 培育阶段 成熟阶段 巩固阶段

优势来源 资源禀赋 资源禀赋+规模经济
资源禀赋+规模经济+技术

进步

资源禀赋+规模经济+技术

进步

升级动力 要素驱动 要素驱动+投资驱动
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

驱动

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

驱动

产业结构 劳动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区域表现

加大人才自主培养力

度，加强区域人才环境

建设，人才集聚已形成

初步规模

加大人才投入，提供人才

发展平台，吸引外商投

资，引进新技术、新设

备，具有一定的产业规模

营造良好科研环境，加强产学

研合作，促进成果转化，打造

产业集群，创新能力强，经济

持续繁荣

加快国际人才集聚，设立

跨国公司，增强可持续竞

争能力，提高全球影响力，

促进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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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地的知识积累高度相关，人力资本水平较高

的区域集聚了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后者在为

人才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同时，也帮助吸引和留

住人才在本地工作 [17]。区域通过发挥人才集聚的

正向效应，促进信息与知识溢出，使区域获得先

行发展优势，加速人才集聚，形成良性循环。但

在人才高地建设与发展中，相关人才的引进与集

聚应该科学合理，不仅要引进高层次人才，还要

引进高新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优秀企业家、高

素质职业化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

引进人才的结构还应与区域产业结构、现有人才

结构、区位优势等相匹配、相适应，避免同质化

人力资本的过度聚集。同时，人才引进还要考虑

区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走差异化引进的道路，

否则可能出现人才集聚规模不当、结构不良、与

区域匹配度不高等问题，使人才高地建设产生非

经济效应，如人口密度急增、交通拥堵、环境污

染、房价奇高、竞争压力增大等。

1.2 人才高地培育阶段

在人才高地培育阶段，区域主要通过大量投

资改进生产要素质量来赢得竞争优势 [18]。区域

通过多种方式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加大对高等

教育和科研机构的支持，从而形成一系列自我强

化、自我丰富、自我发展的人力资本存量弥补和

增量添加的独特过程。这有助于降低人力资本的

潜在损耗，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值，逐步打造具有

一定规模和特色的人才聚集区 [19]。教育是获取人

力资本的主要途径。美国硅谷的兴起和发展斯坦

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一流大学密不可

分；纽约湾区拥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

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等数十所全球知名高校；

东京湾区的大学数量占日本的 1/3，包括东京大

学、庆应义塾大学等著名学府，多个学科专业在

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6]；我国京津冀地区特别是北

京市高校林立，利用高校优势吸引和培养高素质

人才是这个地区人才高地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

人力资本理论可知，人力资本只有与物质资本在

特定的制度空间中进行有效配置，才能实现人力

资本外部增值。区域通过提供人才发展的平台，

增强人力资源要素配置的黏合度，引致相关生产

要素在区域之间的再配置，使初级人力资本逐渐

减少，高级人力资本逐渐增加，以满足人才高地

发展过程中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需求，促进技术

结构升级和技术水平提升，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向

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除此之外，区域

通过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

管模式，推进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健全外商投资

准入制度，更大力度地吸引和利用外资 [20]。一方

面，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入往往伴随着国际先进技

术的引进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形成了对高端技能

型人才的需求，这将有助于吸引高端人才前来就

业，提高地区的人才集聚水平；另一方面，外商

投资企业在搭建培训中心、研发机构等方面付出

了努力，为当地人才创造了技能培训和职业发展

的契机，进而提升了区域人才的素质水平。

1.3 人才高地成熟阶段

在人才高地成熟阶段，区域竞争日趋激烈，

自然资源优势、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和已有产业优

势等在区域发展和竞争中的作用逐渐减弱。在这

一阶段，区域主要通过创新来赢得竞争优势。区

域创新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区域的经济发展、产

业升级和国际竞争力。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区域创

新的主体，但要实现创新价值，高校和科研院所

的知识和技术成果需要在市场中转化为产品，以

实现其价值。另外，高校和科研机构通过教育和

培训提供的新知识和新思维，应当融入企业的决

策和生产经营管理中，从而创造出新的价值。这

种紧密的联系和协作可以促进创新成果的市场化

和最大化应用，进而推动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

一方面，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探索前

沿科技领域，承担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形成产学

研用的合作和专业化配套机制；另一方面，建立

和完善风险投资、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归属

等制度来实现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合理化

布局和深度融合。增强技术转移办公室质量筛选

职能，协助企业在更短时间内找到所需技术成果

且专注于产品开发 [21]，加速创新。创新带来的技

术进步又有利于推动企业改变原有生产模式，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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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通过资源消耗的减少，不

仅提高了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而且为企业创

造了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高新技术产业正迅速

发展，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利润也随之增加，进

而改变相关传统产业的格局，培育新兴未来产

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22]，形成产业集群。如世

界四大湾区在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均培

育出了引领全球科技创新趋势的新兴产业集群。

在产业的高质量集聚过程中，不同企业的相互交

流与碰撞能够激发人才集聚正向效益，从而加快

知识外溢和技术传播的速度，促进地区产业转型

升级，使经济结构进一步得以优化。

1.4 人才高地巩固阶段

在人才高地巩固阶段，区域的比较优势基本

形成，区域之间的竞争趋于缓和。然而，从长远

来看，相较于短期的经济增长，区域更要关注长

期的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打造竞争优

势的不完全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提升可持续竞

争力，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

区域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相辅相成。人才高地不再

受限于特定科技园区或单一城市的地理范围，往

往以一个或多个具备创新特质的城市为核心，与

周围若干具备高度开放性、产业配套完善、技术

吸纳能力强、创新要素丰富、产出密集的城市群

共同构筑 [23]。因此，除自身发展外，区域的协

同发展、合作共赢同样重要。一方面，不同区域

通过建立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或产业发展的合作

机制和合作联盟，共同合作建设平台，共同规划

并实施研究项目，共同解决跨区域的重大科研问

题；另一方面，区域通过科研项目合作、短期访

学、学术交流等方式邀请国外专家、学者和研究

人员来华从事相关工作，或给予企事业单位更多

自主权，鼓励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联合将国际

高端人才“引进来”[24]，激发国际劳动力对区域

创新的正效应。除此之外，区域还可以通过产业

转移、跨国公司等建立良好的全球联系，加速产

业共享，实现协同发展。产业共享强劲的溢出效

应又会激发人们各种不同的创意，刺激产业技术

的进步和创新。裂变和派生就是产业共享的结

果。通过一些支柱型大公司内部尚未被充分开发

的技术转移衍生出新的公司，促使新老公司在同

一市场上展开竞争，以争取在原有技术和产品中

产生新的突破 [25]，加快产业集群的升级与优化。

综上所述，人才高地是指在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等领域具有突出优势的区域通过提供优

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建设良好的创新和教育环

境来吸引、培养并留住高层次人才，形成人才发

展环境优良、创新产出丰富、竞争优势显著、资

源融通共享的人才密集区。人才高地之“高”表

现为人才环境、人才投入、创新能力和可持续竞

争力 4 个方面的高水平发展。

2 人才高地评价指标体系

2.1 评价原则

人才高地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符合科学

性、系统优化、可操作性、可比性等原则。科学

性是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总体

框架和逻辑结构要科学严谨，符合人才理论和人

才高地建设实践；系统优化是指对评价指标的数

量和体系结构按照整体性、综合性、关联性等要

求进行优化，具体可采用系统分解法或层次结构

分析法；可操作性是指评价指标易于获得，对于

不易于量化的“软指标”也要尽量间接赋值；可

比性是指选取的评价指标要在区域之间可比，使

各区域既能“知己”又能“知彼”。

2.2 指标体系的构建流程

首先，确定人才高地中“人才”的内涵和统

计范畴。本文引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中对人才的定义，即“具

有一定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从事创造性劳动并

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个体，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

质较高的劳动者”[26]。其次，基于已有国内外研

究成果，确定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最后，梳理

近年来与人才高地建设相关的政策文件，确定具

体的评价指标。

2.3 评价指标

人才高地竞争力与人才竞争力息息相关，但

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区域的人才高地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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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往往受到这个区域人才竞争力的影响，但人才

竞争力通常只是关注人才个体或群体的能力和潜

力，不太重视人才所处的环境对其能力和潜力的

影响。本文建立人才高地评价指标体系，不仅注

重人才竞争力的评估，更强调对促进人才竞争力

的区域环境进行评估，这就涉及整个区域的发展

战略，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多

个方面。基于上述人才高地竞争发展阶段及各阶

段的竞争优势分析，结合相关文献，人才高地的

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人才环境优、人才投入足、

创新能力强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佳 4 个方面。围

绕这 4 个方面，本文构建包括人才环境、人才投

入、创新能力和可持续竞争力 4 个一级指标 13
个二级指标的人才高地评价指标体系（表 2）。

2.3.1 人才环境

人才是人才高地的核心资源，引进和集聚人

才对于高地的发展至关重要。优秀的人才环境能

够促使更多的人才汇聚，形成良性的人才生态系

统。人才环境是指人才高地的经济、政策、环境、

设施、文化等各种要素对人才集聚产生的合力效

应，是人才高地占有和争取有限资源的一种能力，

目的在于加快人才集聚，奠定人才高地发展的基

础。人才高地的人才环境主要体现在经济环境、

政策环境、生活环境和人力资源 4 个方面。经济

环境是指人才高地经济发展状况，区域经济发展

越快，越有能力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和更好的待

遇，也越能满足人才需求。政策环境是指国家和

地方政府通过出台福利性、发展性人才政策所营

造的社会福利水平势差，政策环境越好越能吸引

人才和留住人才。生活环境是指与人才生活密切

相关的硬件配套设施和软环境，具体体现在自然

生态的舒适性、居住的便捷性、社会保障的完善

性、文化娱乐的丰富性 4 个方面。人力资源是指

具备智力和体力劳动能力，能够推动人才高地经

济社会发展的个体总和。通常地，从评估人才密

度、质量、结构等方面来衡量人力资源。

表 2 人才高地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人才环境

经济环境 4 个：地区生产总值GDP、人均GDP、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居民消费水平

政策环境
4 个：近三年出台人才政策数量、人才租房补贴（以本科及以上为标准）、创业扶持申请免息额度、人

才工作制度建设

生活环境
9 个：人均绿地面积、空气达到二级以上天数、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电话普及率（包括移动电话）、

公共图书馆数量、博物馆数量、地方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住房保障支出

人力资源

5 个：人才密度（人才总量 /总人口）、人才质量密度（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数量 /总人口）、人才结构高

级化（三次产业人才数量 /三次产业人才总量）、人才供需协调度（三次产业人才供给数量 /三次人才需

求数量）、人才结构偏离度（（GDP三次产业构成比 /三次产业人才构成比）-1）

人才投入

教育投入 4 个：教育经费、普通高等学校数量、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高校专任教师人数

市场投入
6 个：上市公司数量、个人边际税率、创业边际税率、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额、规上工业企业技术改造

经费支出、规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额中获得金融机构贷款额

外商投入
4 个：FDI流入净值占GDP比重、规上工业企业引进技术经费支出、ICT服务进口占贸易总额比重、知

识产权支付占贸易总额比重

创新能力

创新投入
7 个：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R&D人员就业人员比例、政府研发投入、高校和科研院所研发经费内

部支出额中来自企业资金的比例、大学科技园数量、国家级重点学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实验室数量

创新产出

9 个：新增就业人数、新设企业数、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国内中文期刊科技论文数、

国际三大检索系统收录论文数、高被引论文比例、PCT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有效发明专利数、有效商标

注册数

成果转化
7 个：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大学科技园在孵企业数、促进本单位科技成果推广机构数、依托本单位科

技成果成立的企业数、技术市场成交额、新产品销售收入、高技术产品出口额

可持续竞

争力

人才储备 3 个：在校大学生数量、留学生数量、外来常住人口数

全球联系 4 个：货运量、客运量、接待国际游客、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协同共享

能力

6 个：不同地区技术转让合同金额、不同地区著作权转让数量、作者异省合作科技论文数量、作者异国

合作科技论文数量、不同地区校企联合申报项目数量、不同地区校企合作项目发明专利授权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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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人才投入

人才投入是指国家和人才高地当地政府对

人才开发的投入总和，体现了政府对人才的重视

程度。人才高地人才投入水平之高可以通过区域

教育投入、市场投入和外商投入 3 个方面加以反

映。教育投入是指政府为促进人才高地教育事业

发展提供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学习资源等方面的

投资，旨在改善教育条件、提升教育质量、培养

优秀人才，以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市

场投入是指人才高地内市场为了促进人才创新

创业以及用于研发新产品、产品改进、产品升

级，以适应市场需求和提高产品竞争力所投入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合理的市场投入能够提

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拓展市场份额，增强品牌

影响力，促进销售业绩的增长。外商投入是指人

才高地为了扩大市场优势，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

源，推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而引进新技术、新设

备等所投入的总和。

2.3.3 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是指人才高地内企业、研究机构、

教育机构和政府等多方合作共同创造、应用和推

广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或新管理方

式的能力，反映了人才高地在创新过程中整合和

利用现有资源、发展新的能力和知识以及促进创

新成果转化的能力水平。人才高地的创新能力体

现在创新投入充分、创新产出颇丰和成果转化迅

速 3 个方面。创新投入是指人才高地为了促进创

新能力提升所进行的科研资金、人力资源、科研

设施、技术支持、市场推广等多方面的投资。这

些投入直接影响了人才高地的创新活动的质量、

速度和规模。创新产出是指人才高地人才进行创

新活动所产生的结果、成果或输出物，可以是具

体的产品、服务、技术等，也可以是对社会、经

济、文化等领域的影响和改变。科技成果转化是

指将科技研究、科技创新或科技发明的成果，通

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转化为具有实际应用和经

济价值的产品、服务、技术、商业模式或其他实

际产出，以实现对社会、经济、企业等方面的实

际效益和贡献。

2.3.4 可持续竞争力

可持续竞争力是指人才高地能够保持长期竞

争优势的能力，具有持续性、难以模仿性、开放

性、动态性和协同性的特征。人才高地的可持续

竞争力体现在人才储备丰富、全球联系紧密、协

同共享能力领先 3 个方面。人才储备指人才高地

拥有的现在不使用但为了在将来使用而储备的人

才。在校大学生、留学生、外来人口等都是人才

高地可以利用的储备人才。全球联系指人才高

地为了进一步推动发展，扩大影响力，与周边区

域和全球城市所建立起的良好关系。人才高地建

立的全球联系可用跨国公司构建的商业网络、航

空网络数据等指标来测量。协同共享能力是指不

同人才高地间政府、企业、知识生产机构（大

学、研究机构）等围绕知识和技术创新开展深度

合作，实现知识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具体的合

作形式有专利转让、技术输出、共建协同创新中

心、合作科技论文等。

3 结语

首先，本文以国家竞争力发展阶段为理论基

础，分析了人才高地的构成要素和发展阶段，探

讨了不同发展阶段人才高地的竞争优势来源；其

次，在分析现有竞争力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建立

了人才高地评价指标体系；最后，为我国人才高

地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思路，如从人才角度着手，

可以尝试加强高地人才吸引力，持续吸引“留”

人才、引培并重“用”人才、源源不断“蓄”人

才等。

本文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于构建了一套具有一

定优势和特色的人才高地评价指标体系。第一，

这个评价指标体系兼具整体性和重要性。指标体

系涵盖的要素较为全面，不仅涉及对人才引进、

培育、使用、产出等多环节的评价，还包括了人

才高地的环境、经济、科技和社会等多维度发展

水平的监测。同时，为了确保指标体系的精简与

可操作性，最终保留的指标均是人才高地建设中

最为本质的因素。第二，这个指标体系兼具国际

性和中国特色。一方面，评价指标遵循了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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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高地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充分借鉴了国内外

知名指标体系中的成熟指标；另一方面，评价指

标体现了新发展理念、三大战略、三步走战略等

中国独有的发展理念。第三，这个指标体系具有

动态性的特点，通过运用各评价模块的独立评

价、对比评价和综合评价，实现对人才高地发展

情况的动态监测，能够反映人才高地形成过程中

人才集聚水平与区域经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区域社会发展等动态互动的过程。

由于研究水平和条件的局限，评价指标主

要采用已有研究和实践中的成熟指标，可能没有

涵盖人才高地竞争力的全部内涵，还需随着统计

数据的更新和统计技术的创新不断补充完善。另

外，本文虽构建了人才高地评价指标体系，但这

个指标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衡量人才高地建设

和发展状况还需通过后续实证研究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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