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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才在流动过程中实现增值, 人才流动促进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本文对首都地区人才流动

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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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本文节选自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持完成的 5首都地区人才流动问题研究6 课题成果。北京市委组织部

常务副部长孟秀勤为课题组组长, 报告执笔人: 陈建领、赵立军、王俊峰, 课题组其他成员: 李琰、牛力伟、秦元元、于

海蛟。

º 调研对象包括四类主体: 处于工作和流动状态的人才、各种类型的用人单位、人才服务机构、人才流动的相关政策制定和执

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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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lent will achieve its value increment through migrat ion; talent migration will optimize the

configur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is articlewill make a deep research on the problem of talent migration in the

region of capital of China, and then put forward relative methods and suggest 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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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盘活人才资源存
量, 促进人才资源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是人

才资源开发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首都地区人才

资源存量优势明显, 但分布不平衡。加大政府

宏观调控力度, 引导人才按照首都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要合理有序流动, 充分整合首都人才资

源, 最大化发挥人才资源的效能, 对于实现

/新北京、新奥运0 战略构想, 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具有重要意义
[ 1]
。

本文在进行文献研究、发放调查问卷

4950份 (回收 4553 份, 回收率 92%; 发放范

围涵盖6 个区县, 15个行业, 400 余家单位)

的基础上
º
, 结合深度访谈、举办座谈会等,

对首都地区人才流动的特征、存在的问题及深

层次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人才流动是人才资源开发的重大课题

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动对于人才资源优化配

置, 促进人力资本增值, 推动社会协调发展有

着重要意义, 是当前世界各国整体性人才资源

开发所关注的重大课题。

人才流动是人才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选

择, 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人力资本是生产

要素中的决定性要素, 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

人力资本具有流动性, 人力资本流动遵循市场

规律, 在流动中达到供求平衡, 实现优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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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自然分布不可能完

全协调一致, 只有通过人力资本的流动, 促使

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组合不断优化, 从而最

大限度地发挥了人才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效能,

使潜在的物质资源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不断推

动社会向前发展
[ 2]
。

从实践看, 世界各国采取了多种方式, 制

造引导人才流动的势能。美国很早就制定了

/雇佣机会均等法案0、 /移民国籍法0 等有关
人才流动的法规。英国规定, 英联邦国家的技

术人才不需要办理工作签证, 就可以到英国工

作两年; 放宽对外国技术移民工作许可证制度

的法律限制, 发达国家还运用税收政策或各种

优惠政策, 对薪酬加以控制, 调节市场行情,

引导人才合理有序流动。通过建立人才市场供

需信息网络来引导人才流动, 也是当前国际上

普遍采取的重要措施
[ 3]
。在我国专业技术人才

和企事业管理人才可以较多地借助于市场配置

机制调节, 党、政、军领域及一些特殊行业或

岗位的人才流动, 不宜借助于市场调节机制,

一般是适度引入竞争机制, 但并不实行市场化

配置, 而是实行有组织、有领导的行政指令型

的权威性配置。

二、首都地区人才流动的特征与问题

(一) 流量加大, 流速加快

随着首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经济结构

的不断优化和区县功能定位的明确, 人才的流

动日趋活跃, 流量不断加大, 流速逐渐加快。

问卷调查显示, 3713%的人才曾有过流动经
历, 流动次数在3次以上的人才占1216%。在
目前处于工作状态的人中, 有流动意向的人才

约占被调查者的 1514%。
外地户籍人才的流动率明显高于北京户籍

的人才。北京户籍的人才中, 有流动经历的占

3410%; 外地户籍的人才中, 有流动经历的占

5217%。
城八区 ¹人才的流动率高于远郊区县人

才。工作地点在城八区和远郊区县的各类人才

中, 有流动经历的分别占 4617%和 3011%。
年龄在25~ 45岁之间的人才流动率较高。

年龄在 25 岁以下的人才中有流动经历的占

1619%; 年龄在 25~ 35岁之间的人才中有流

动经历的占 4216% ; 年龄在 35~ 45岁之间的

人才中有流动经历的占 3615% ; 年龄在 45岁

以上的人才中有流动经历的占 2614%。
收入越高的人才流动越频繁。月收入在

1200元以下、1201~ 2500 元、2501~ 5000元、

5001~ 8000元之间及月收入在 8001元以上的

各类人才中, 有流动经历的分别占 2713%、
3614%、4116%、5814%和 6511%。

党政机关人才流动率较低, 民营企业人才

流动率最高。党政机关各类人才中, 有流动经

历的占 2814%; 民营企业各类人才中, 有流

动经历的占 7315%。党政机关人才中, 有流

动意向的占 817%; 事业单位人才中, 有流动

意向的占 1215%。企业人才中, 有流动意向

的占 1519%, 其中民营企业中, 人才的流动

意向占 1918%。
(二) 流动途径和方式趋于多样化

人才资源的 /柔性流动0 获得初步发展,

中央在京单位人才资源利用不够。不变更隶属

关系的临时性流动、间歇性流动、非契约式流

动等柔性流动获得初步的发展, 人才尤其是高

级人才不变更单位、居住地, 不迁移户口, 跨

单位、跨地域工作已不少见。调研发现, 北京

有利用中央在京单位人才的强烈愿望, 而中央

在京单位人才同样也有为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

做贡献的意愿, 但目前北京市还缺乏沟通二者

的服务渠道, 中央在京单位人才 /柔性流动0
的具体方式还有待探索与实践

[ 4]
。

(三) 人才流向与首都社会的协调发展不

相适应、人才流动倾向令人担忧

人才流向与区县功能定位的需要不完全一

致。北京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构建 /两
轴 ) 两带 ) 多中心0 的新城市空间格局, 对人

才的合理分布有着现实的需求。而目前首都地

区人才流动还多是从远郊区县流向城区, 一些

区县的人才结构、数量都不能满足区县功能定

位的要求。调查显示, 有流动意向的人才占

1514%, 3913%的人才将党政机关列为期望流
入单位首选, 2313%的人才将在京外资企业列
为期望流入单位首选, 1312%的人将市属全额
拨款事业单位列为流动首选。愿意就职于城八

区的人才占 7615%, 愿意就职于外省市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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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城八区: 指北京市的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等八个城区。



1419%, 仅有 816% 的人才愿意在远郊区县
工作。

(四) 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是人

才流动的主要制度性障碍

北京市户口附带各种现实利益是吸引人才

的重要筹码, 同时也是外省市人才流向北京的

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调查显示, 62%的人将

户籍制度列为首都地区人才流动中存在的主要

障碍。目前首都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基本统一,

但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些具体问题。调查显

示, 有 7519%的人将社会保障制度不配套列
为首都地区人才流动中存在的主要障碍。

三、促进首都地区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对

策建议

(一) 进一步消除人才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畅通人才流动渠道

11探索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在户籍管理
上, 树立 /人才不设防0 的原则, 控制人口,

不控制人才, 制定各郊区县差异化的紧缺人才

目录及引进标准; 进一步完善北京市工作居住

证制度。

21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搭建跨行

业、跨单位、跨机构的人才交流合作平台。尽

快完善各种体制之间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 使

人才在不同体制之间流动时, 不受社会保障问

题的影响; 加大制度实施的监督力度。

(二) 加强宏观调控, 发挥政策引导的

作用

11进一步完善人才的引进政策。协调中
央与北京市人才引进之间的关系, 制定统一标

准。引进人才的标准要与人才内涵和北京的实

际需要相结合, 把高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

纳入引进范围, 人才引进从资格认定向能力和

业绩认定转变。

21出台人才帮扶政策。研究制定北京区
县之间人才定期交流帮扶政策, 根据实际制定

市属单位人才定期到区县、乡镇工作的政策。

条件成熟时, 出台 /一对一0 人才双向临时交
流政策, 以缓解一些地方的人才紧缺局面, 合

理整合北京市的人才资源, 提高人才使用效

率。鼓励郊区县引进分布在城区的人才。

(三) 大力促进人才 /柔性流动0, 整合利
用首都人才资源, 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中央在京

单位高级人才的作用

11探索充分发挥中央在京单位高级人才
的机制。树立 /不求人才为我所有, 更重人才

为我所用0 的理念, 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调

节、智力流动、来去自由的人才流动方式。

21尽快建立中央在京单位人才 /柔性流
动0 服务机构。畅通中央在京单位人才 /柔性
流动0 服务渠道。收集、发布各领域中央在京
单位的高级人才信息以及北京市相关的需求信

息, 探索研究具体服务方式、人才待遇、收费

标准等问题。

(四) 健全人才服务体系, 进一步优化人

才流动环境

11加速人才服务的网络体系建设。加大
政府所属人才服务机构之间的联系, 逐步形成

市、区县和街道三级贯通的网络服务体系。加

速社保网络对区县人才服务机构的覆盖和连

通。利用网络广泛宣传中央、北京市以及区县

的人才政策。

21提高人才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
以从业资格认证考试为标准, 促进从业人员提

高服务质量, 转变服务态度, 严肃处理服务

投诉。

31加强人才交流协会的建设。发挥人才
交流协会维护人才、用人单位和中介服务机构

三方利益的作用, 充分履行行业服务、行业自

律、行业代表、行业协调四大基本职能, 实现

人才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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