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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或区域之间的竞争聚焦于人才竞争, 有效聚集人才是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作

为人才聚集强势区域典型代表的北京 CBD, 在产业规划与调整的过程中, 影响该区域人才聚集的因素

是什么? 如何依据区域发展要求进一步优化人才环境, 促进人才聚集? 本文从文献检索和历史资料分

析入手, 对北京 CBD人才聚集的影响因素和人才环境进行了实证研究, 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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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etit ion between countries and regions is, to the final analysis, the competition of talents. To

gather qualified personnel is one of the core object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s an area where a large

number of talents gathered, what are the factors for the centralization of talents in Beijing� s CBD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planning and adjustment, and how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human resource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gathering of talents? The paper,

started with document retrieval and analysis of historic records, makes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alents centralization in Beijing� sCBD and its human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puts forward to

relative pro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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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而人才是第一资源。美国通过其雄厚的国家实力、财力、优

越的科研条件及其移民政策, 吸纳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长期保持全球科技领先地位的事实,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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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 1]
。在知识经济时代, 国家之间的竞争, 更鲜明地演化为人才的竞争, 人

才发展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也是我国继科教兴国战略之后, 以实施人

才强国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深化的主要原因
[ 2]
。同样, 人才竞争也成为区域之间竞争的主旋

律。在很大程度上, 人才的竞争就是人才环境的竞争
[ 3]
。而区域人才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 就是

创建有竞争力的人才环境
[4]
。优化区域人才环境, 有效地促进优秀人才聚集到特定区域, 保障区

域的良好与可持续发展, 无疑是区域人才战略的重要一环。那么, 影响区域人才聚集的因素有哪

些, 如何加以优化改进? 这是区域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牛冲槐和唐朝永利用 2005年度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对中国内陆 30个省市区域的人才聚集力

进行了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 北京是唯一的具有 �很强聚集力� 的第一类区域, 上海、广东

紧随其后为具有 �强聚集力� 的第二类区域[ 5]
。而北京 CBD (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商务中心

区) (以下简称 CBD) 作为北京六大重点功能区中的国际化特征最为突出的功能区, 其人才聚集

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哪些因素对其产生影响, 在相关方面如何优化改进? 研究和解答这些问题,

对区域人才战略的相关研究课题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示范效应。

研究表明, 区域人才的聚集和开发与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相辅相成, 要尊重人才聚集的规律,

以了解重点产业的人才配置和需求为前提, 把握关键成功因素
[ 6]
。因此, 本研究从分析北京 CBD

的发展历程、产业人才聚集的特点、人才需求入手, 进而探讨其人才聚集的影响因素, 结合现状

分析, 提出对策建议。

一、北京 CBD的区域发展、产业人才聚集特点与未来人才需求

1993年国务院批复的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以下简称 �规划�) 提出 �开辟具有金融、保

险、信息、咨询、商业、文化和商务办公等多种服务功能的商务中心区。� �规划� 最终选址在西

起东大桥路, 东至西大望路, 北起朝阳北路, 南至通惠河的 3�99平方公里土地上打造北京的商
务中心区 ( CBD)。希望通过制定优惠政策, 实现国内外、市、区各级各类优质投资项目在该区

域的高度集聚, 逐步使北京 CBD成为体现首都功能优势, 最具经济活力、市场竞争力和产业辐

射力的新增长极之一, 成为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聚集地, 成为首都发展金融、保

险、电信服务、信息服务和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聚集地, 成为首都国际商务活动和国际文化

交流的理想社区, 成为首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国际化大都市风貌的集中展现区域和率先与国

际接轨的商务中心区。在 �规划� 和 �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中,

北京市更寄望 CBD强化引领未来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功能区域优势, 实现高端产业在 CBD内的高

度集聚, 为北京市落实 �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 的城市定位提供有力支

撑。可以说, 在产业发展、经济贡献、社会建设、文化理念、形象展示等诸多方面, 北京 CBD

都承载着北京城市发展赋予的独特功能和高端定位, 尤其是与国际化定位密切相关的高层次、高

品位、高投入、高聚集、高效率、高产出的突出特征。

自1993年以来, 北京 CBD大致经历了规划论证、建设发展和产业调整三个阶段, 各阶段分

别以不同产业为发展重点, 形成了不同的人才聚集状况。1993~ 2000年, 为规划论证阶段, 主导

产业为商业, 以北京 CBD区域内及周边原有大量涉外写字楼以及商务配套建筑为主体, 逐步形

成了以聚集商业办公为特征的商务中心区。这一时期, 产业发展主要处于以酒店服务业为主的产

业培育阶段, 所涉及的人才需求、吸引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酒店业、外贸业、服务业。2000~ 2005

年, 为建设发展阶段, 区域内国际金融业发展迅速, 逐渐形成 �一线三点� (即建国门沿线和分

别以国贸、建国门、嘉里中心为中心的三处写字楼群) 的现代商务服务业发展布局, 产业发展呈

现出以外资银行逐渐聚集、现代商务服务业逐渐发展为特征的产业布局阶段, 所涉及的人才范围

主要集中在规划、地产、广告、外资类银行、证券、保险等总部性人才和现代商务人才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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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以来, 为全面发展阶段, 是以外资金融业、文化传媒业发展为亮点。这一时期, 客观上

由于国内金融业完全对外开放, 主观上因为北京 CBD逐步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入产业发展阶

段, 国际金融、文化传媒、现代商务三大产业逐步形成, 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传媒、广

告、文化、咨询、网络、法律、会计、审计等各类现代服务业人才大量聚集, 逐渐形成人才高

地。截至 2007年 9月底, CBD区域各类法人单位共有从业人员 133248人, 与 2006年同期相比,

从业人员数量增长 14�40% , 人才聚集速度明显。从北京CBD目前的写字楼竣工面积、产业发展

态势和人才聚集趋势来看, 保守预测, 2010年左右北京 CBD的从业人员将会达到 16万人左右,

2020年可望达到20万人左右。届时, 北京 CBD将会成为我国国际化高端人才聚集最为密集的地

区之一。

北京 CBD产业发展的历史, 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高端化和专业化特点。相应的, CBD区

域人才状况也从初期的商业人才聚集逐步发展到如今的高度国际化、高端化和高度专业化的三高

人才聚集。根据产业发展与人才聚集的互促发展关系, CBD急需的产业人才集中于区域发展的支

柱主导产业人才和辅助服务人才。通过分析北京 CBD产业状况可知, 未来一段时期, 该区域对

主导产业人才的需求将会集中在以下五类人才中: 第一类, 国际金融类高级人才, 如注册金融分

析师、金融精算师、金融理财师、证券分析师、产业核赔员、寿险储备员等高专人才; 第二类,

全球创意类高级人才, 包括文艺演出管理人才、出版发行和版权贸易人才、影视节目制作和交易

人才、动漫和网络游戏制作人才、会展产业人才、艺术品创作及交易管理人才以及手机电影和网

络媒体制作人才等在内的多种文化创意类人才; 第三类, 世界零售商业类人才, 包括零售商业管

理、物流、销售、商务谈判等多种专业人才; 第四类, 全球中介服务类人才, 包括会计、法律、

房产、企管、猎头、留学、物业、保安等中介服务类人才; 第五类, 国际生产性服务业类人才,

即直接或间接为生产过程提供专业服务、融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于一体的生产性服务业人

才。与此同时, 北京 CBD作为高端产业聚集的商务中心区, 产业人才对辅助服务人才有着特殊

的需求和要求, 这是因为产业人才在服务企业的过程中, 自身存在着诸多潜在需求, 如医疗、健

身、餐饮、教育、培训、个人理财、职业介绍、交通管理、休闲娱乐、物业管理等。此类辅助服

务人才往往被大家所忽视, 但此类人才的缺失将直接影响产业人才价值的发挥, 不利于其生活质

量的提升和个人能力的发展。

二、重点人才吸引聚集的影响因素

产业发展引领人才聚集, 人才的聚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产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对北京

CBD而言, 天然的国际化区位、便捷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交通住房成本等环境因素, 不断涌入的

金融资源、围绕央视而逐渐配置的传媒资源等资源因素, 经济日益发展的产业需求因素, 以及深

层次的文化氛围、消费时尚、政府管理水平和方式等人文因素, 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其产业聚集和

人才发展。

在有关区域人才发展环境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 有的研究者将影响因素划分为社会环境、经

济环境、教育环境、法制政策环境、服务环境和文化环境等方面
[ 7]
, 有的从经济环境、工作环

境、生活环境、人文环境和政策环境进行分解
[ 8]
, 或者是按硬环境 (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个人收

入、消费水平等经济环境, 交通、住房、绿化、旅游、文化、风尚等生活环境方面) 和软环境

(包括人才的领导管理环境、政策支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 来进行分析
[ 9, 10]
。在总结分析 CBD

历史资料和以往研究文献的基础上, 本研究通过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

包括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典型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共 9人进行深度访谈; 组织召开了以

金融、传媒、商务等 CBD 重点产业的典型企业为主体、由企业人力资源经理参加的 �企业看

CBD人才环境� 座谈会, 并组织了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的座谈会; 走访了 CBD区域内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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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企业并发放人力资源负责人调查问卷, 同时选择 CBD重点产业的典型企业发放企业人才调

查问卷 960份, 共回收有效问卷2016份, 其中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问卷 1529份, 企业人才问卷

487份。

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和座谈会资料表明, 经济发展、企业状况、社会文化、人才市场、人才

政策和生活环境这六大环境因素, 是影响 CBD人才聚集的相关因素。首先, 经济环境因素, 包

括产业因素在内, 是影响人才对于发展环境考虑的直接因素。区域经济的发展前景关系到高端

化、国际化、专业化人才的发展空间; 产业格局也极大影响着区域内人才资源的结构和人才聚集

的程度, 与之相关的因素包括产业政策因素、产业导向因素和产业发展氛围因素, 其中产业导向

因素主要指2000年以来北京CBD明确发展金融、保险、证券等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发展导向, 产

业氛围因素主要表现为该区域的国际化氛围。其二, 北京 CBD区内的企业状况也直接关系到人

才到 CBD的发展平台。其三, 社会文化环境和生活环境, 既是 CBD区域建设中的软环境, 在很

大程度上也与区域的基础设施有关, 即区域内拥有的安全、能源、交通、通讯、文化、娱乐、消

费、卫生、住房等设施, 影响到人才在区域内活动交往的便利程度。其四, 区域的人才市场环境

和人才政策环境, 是 CBD区域影响人才自身发展的深层原因。北京 CBD区域人才呈现出高度流

动性的特征, 人才市场服务的水平, 直接影响到人才的吸引、聚集和发展; 人才政策因素涉及人

才引进、人才激励、人才流动、人才优化配置、人才权益保护以及人才开发费用支持等方面, 是

影响人才环境的潜在因素, 比如, 企业人才在职称评定上的困难, 就是企业所反映的主要的政策

约束之一。

研究者参照 �首都区域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人才创业环境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 11] 、

�居民满意度指数监测指标体系� �、�北京市朝阳区人才激励机制研究� � 等多项研究成果, 围绕

上述六大环境要素研制形成了包含 6个维度 22个细项的 CBD人才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并相应的

设计问卷, 测评企业人才对 CBD区域的经济、文化、治安、交通、医疗、教育、工作、生活、

消费、人才市场、人才政策等方面环境的评价。通过对来自金融、传媒、现代服务业的 31家企

业的 487位企业人才的反馈结果, 以及他们对 CBD人才环境的评价, 从中寻找影响人才聚集的

关键因素。表 1是回归分析的结果, 反映了六大环境要素对企业人才环境总体评价的影响。

表 1� 六大环境要素对人才环境总体评价的影响
环境要素 影响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环境要素 影响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经济环境 0�08* 生活环境 0�17***

企业内部环境 0�13*** 人才市场环境 0�12*

社会文化环境 0�04 人才政策环境 0�14**

注: * 、**、***分别代表不同的统计显著性程度 ( 0�10水平、0�05 水平和 0�01 水平) , 分别对应统计上的边缘显著、显著、

非常显著。

表1数据表明, 六大环境要素中, 对于受访的企业人才, 除了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相对较弱

(不显著) 之外, 其余五方面都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企业内部环境、生活

环境、人才政策环境, 其次是人才市场环境和经济总体环境。

从北京CBD的发展历程看, 区域的国际化气息日益浓郁。企业入驻数量年均增速达到 31% ,

其中外资企业增速达 27% �。其发展态势吸引着全球各地希望在中国实现个人价值的国际商务、

文化、服务等行业的高端人才。2000年以来, 北京市朝阳区 (北京 CBD 所在地) 政府和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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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北京CBD管委会 2006年公布数据整理测算。

北京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朝阳区区域人才激励机制研究报告, 北京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2006年重点调研课题成果
汇编, 113- 131。

朝阳区统计局, 2006年居民满意度指数监测报告 (朝阳区统计局年度监测项目)。

北京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首都区域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北京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2005年重点调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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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管委会先后举办了 8届 �北京 CBD国际商务节�, 营造了浓郁的产业氛围。2005年以来, 区

域先后成立了 �北京 CBD金融商会�、�北京 CBD国际论坛�、�北京 CBD传媒产业商会�、�北京

CBD物业地产商会� 等高层次、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的活动平台, 畅通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

交流渠道, 逐渐形成了有序发展的产业氛围。另一方面, 北京 CBD近几年产业的快速发展与朝

阳区、北京 CBD管委会等主管单位的产业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如 2004~ 2005年的 �朝阳区促进

北京 CBD金融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2006年的 �北京商务中心区 �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产业发展的

意见� 实施意见�, 都对区域的金融企业提供了有力的资金补贴支持。在重点企业座谈会上, 与

会的企业代表也对此高度肯定。

针对以上情况, 研究者在问卷调查中, 根据座谈会和深度访谈的结果, 从六大环境要素中摘

取出经济政策、国际化气息、基础设施完善、社会环境、人才政策等几个方面, 并将 �在北京落

户� 专项单列, 了解这些因素对吸引聚集人才来 CBD工作的影响程度, 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影响人才来 CBD工作的因素的重要性排序 %

排序 影响因素 重要性 (选择比例) 排序 影响因素 重要性 (选择比例)

1 国际化气息 78�9 5 人才政策 64�2

2 社会环境 78�0 6 在北京落户 25�7

3 经济政策 75�0 7 其他 9�7

4 基础设施完善 68�5

表2数据表明, CBD的国际化气息已成为吸引人才的首要影响因素; 社会环境、经济环境、

基础设施、人才政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而 �在北京落户� 却并未受到 CBD企业人才的特别关

注, 说明对北京 CBD专业化、高端化、国际化的工作群体, 户籍管理制约的影响程度并没有通

常人们认为的那么大。

三、北京 CBD人才聚集环境的优化改进

1�北京 CBD人才环境的优势与不足

明确了影响北京 CBD人才聚集的因素, 就可进而了解北京 CBD在这些方面的优势与不足,

以便突出优势、改进不足, 优化环境, 更好地吸引聚集区域所需的优秀人才。进行人才环境建

设, 既包括为区域内人才创建良好的经济、文化、工作生活和人才市场服务等环境, 也包括对区

域内人才的引进、激励、流动、优化配置、权益保护、经费支持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企业人才

与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对于区域人才环境各方面的满意度评价结果 (满意比例) 如表 3所示:

表 3� 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与企业人才对 CBD人才环境的满意度评价 %

评价指标
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

( N= 1529)

企业人才

(N= 487)

经济可持续前景 70�1 74�9

收入水平 56�4 50�1

企业发展前景 76�5 73�5

事业发展空间 75�2 70�5

职业晋升 62�9 62�5

区域治安稳定 70�0 69�3

区域道德风气 66�0 65�4

区域文化氛围 65�5 63�0

住房条件 47�2 38�7

交通状况 24�9 26�7
文体娱乐 51�9 49�2

评价指标
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

( N= 1529)

企业人才

(N= 487)

消费环境 61�8 57�1

医疗服务 52�2 44�7

子女上学 38�5 29�8

人才机构服务质量 49�0 37�0

政府人才机构效率 46�3 38�6

人才引进政策支持 50�6 42�1

人才激励政策支持 49�3 40�7

人才流动政策支持 48�5 40�3

人才优化配置政策 48�6 38�5

人才合法权益保护 51�7 43�1
人才开发经费支持 46�2 38�3

表3中数据是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和企业人才各自对人才环境的相关方面回答 �稍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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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满意� 或 �非常满意� 的总体比例, 即满意比例。可以看出, 企业人才和人力资源负责人

在对各方面环境的评价上表现出共同的趋势, 即对经济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评价

较高, 对生活环境中的部分因素 (如交通、住房、子女上学)、人才市场环境和人才政策环境总

体评价较低。

鉴于在人才市场环境和人才政策环境方面的满意度在六大环境因素中是最低的, 研究者进一

步通过开放式问题询问人才 �期望政府提供的服务�, 以了解人才相关的公共服务需求。结果表
明, 政府服务应首要侧重 �信息沟通�, 31�04%的被访者对该问题以 �举办专场活动, 大力宣传

推介并促进与国内外企业和团体的信息沟通� 作为第一选择。其次, 企业人才的培训需求较高,

尤其是中青年人才。对于 �建立培训基地, 培训 CBD专业人才以及为 CBD员工的技术职称考试

等提供培训� 选项, 有 27�49%的被访者将其作为政府应第一侧重的服务, 其中 35岁以下者选择

比例为30� 09% , 而 35岁以上者为 17�59%。第三, 户籍、工作居住证、出入境签证等方面仍存

在一定的需求。除信息沟通与培训需求之外, 还有 21�06%的被访者将 �放宽户籍限制, 开辟人

才绿色通道� 作为第一选择。说明户籍问题尽管在吸引人才来 CBD工作方面所受关注度不高,

但区内人才对此仍存在一定程度的需求。企业高管深访和人力资源负责人座谈会的结果则表明,

工作居住证、出入境签证的办理手续和期限更是高端人才所关注的, 因当前这些方面仍存在较多

不便。

2�分清轻重缓急, 把握行动导向

通过实地调研数据, 既可以得知各项影响因素对于 CBD人才聚集的重要性, 又可以了解人

才对各影响因素上区域现状的满意度, 两相结合, 可得出北京 CBD未来应着力改进的方向, 即

优先改进矩阵。

通过人才对经济环境、企业内部环境、社会环境、生活环境、人才政策环境和人才市场环境

这六大要素中的具体 22项指标的反馈, 可以知道在哪些方面是重要性高而表现较差的 (满意比

例低) , 将之作为优先改进的部分; 重要性相对低而表现较差的, 作为次要改进的部分; 重要性

高而表现较好的, 则是突出优势; 重要性相对低而表现较好的, 可作为锦上添花之处来对待。图

1中依数据分析将 22项指标结果划分到四个象限, 对应的就是上述四个部分: 优先改进区、次

要改进区、突出优势区和锦上添花区。

图 1 � 北京 CBD人才环境优先改进矩阵

图1 中, 突出优势区中的标号 1~ 6的数据

点分别对应的是企业发展前景、事业发展空间、

区域文化氛围、职业晋升渠道、收入水平、区域

道德风气等六项指标, 锦上添花区中的 7~ 9号

数据点分别对应着消费环境、区域治安和稳定、

经济可持续前景这三项指标, 次要改进区中的 10

~ 16号数据点分别对应着人才流动支持政策、保

护人才合法权益、文体娱乐活动、医疗服务、交

通状况、子女上学、住房条件这七项指标, 优先

改进区中的 17~ 22号数据点则分别对应着人才

开发经费支持、人才激励政策、人才优化配置政

策、人才机构效率、人才中介机构服务质量、人

才引进政策支持这六项。由此可知, 总体而言, 人才市场服务和人才政策环境处于重要性高而满

意度相对较低的象限中, 是需要优先改进的部分。区域生活环境是重要性相对较低、满意度也有

待提高的方面, 属于次要改进区。企业内部环境、社会文化艺术环境是重要性高而满意度较高

的, 成为 CBD的突出优势, 可以大力宣传, 增强区域对人才的吸引力。经济可持续前景、区域

治安、道德风气、消费环境等是重要性相对低而满意程度高的, 属于锦上添花的部分, 也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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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宣传。

3�优化 CBD人才环境的具体促进方向

以往的研究, 在促进人才聚集的具体策略上, 涉及强化人才观念、制定积极的人才流动政

策、创新人才市场服务机制、优化人才聚集环境 (包括制度环境、行政环境、生活环境、创业环

境、竞争选择环境等) 诸多方面
[ 12~ 13]

。在吸纳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明

晰关于北京CBD人才环境优化改进的四个主要方向:

方向一, 全面认识 CBD区域的独特功能和发展定位, 明晰区域对主导产业人才和辅助服务

人才的内在需求, 以人才聚集战略为导向, 集中资源, 加大投入, 实现所需人才的全面聚集;

方向二, 积极宣传和突出 CBD区域的企业内部环境、社会文化艺术环境、国际化气息等方

面的优势, 塑造和强化 CBD独有的文化价值理念, 增强高端人才对区域理念的认同度, 强化区

域对高端人才吸引上的竞争力;

方向三, 优先提升人才市场服务体系、服务机构的质量和效率, 推进落实及完善人才服务的

相关政策举措, 提供较为完善的培训、交流平台, 不断完善北京 CBD人才公共信息与服务平台,

努力搭建国际化人力资源交流平台, 建立区域内各层次人才自身价值增值的渠道, 促进人才的优

化配置与合理流动;

方向四, 努力改善交通状况、住房条件、子女上学、医疗服务等客观环境条件, 推进商业医

疗服务体系建设, 通过优秀教育人才大力引进与培养和教育基础设施的完善, 加强区域基础教育

条件, 为人才聚集发展提供便利的生活条件。

北京 CBD的区域发展与人才聚集的历史过程, 实际上是我国在当前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局

面下进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本研究关于这个历史过程的分析, 也反映出产业聚集与人才

聚集的互促关系, 以及随着区域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的人才聚集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 在北

京CBD产业获得初步发展之后, 产业氛围、发展空间、交流培训、福利待遇、环境设施、文化

气息、人才储备等诸多方面, 将是进一步聚集人才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伦敦投资局的一项调查

显示: 在伦敦 CBD工作的外企高管人员中, 有 98%认为伦敦的工作环境促使他们更加了解全球

商务; 有 90%认为伦敦的商业文化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且提供了更好的职业发展空间; 并有

94%的高管称伦敦宽松的生活方式有助于他们吸纳更多不同意见。这样的图景, 将是北京 CBD

人才环境发展的比照方向。而在这个持续发展的过程中, 需要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规划调整、统

筹管理, 从产业规划、基础建设、社会发展以及人才政策和人才市场服务等方面协调推进, 对区

域的产业氛围与人才环境氛围加以引导和宣传, 促进价值认同, 营造人才聚集和发展的良好环

境。简而言之, 政府在区域人才聚集与发展环境建设上, 可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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