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福建省教育科学 “十三五”规划２０１６年度重点课题 “校地企合 作 办 学 模 式 下 科 研 人 才 双 向 流 动 机 制 研 究”（编

号ＦＪＪＫＣＧＺ１６－３４４）的研究成果。

“校地企”合作办学模式下

科研人才双向流动的思考

●吕 蓉 蓉

摘　要　科研人才在高校与企业间双向流动，可以充分发挥人才潜能，符合当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对科研人才双向流动的优势和不足的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校地企合作办学模式的开

展，双向流动可以带来高校师资队伍优化、人才效益辐射和人才环境改善，也可能造成职业价值冲突、人

才集聚的 “马太效应”等，需要社会、政府、高校、企业共同努力，规范引导，建立长效机制，实现科研

人才双向、有序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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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才 是 我 国 科 教 兴 国 战 略 的 核 心 能 动 因

素。２０１５年 《中共中 央 国 务 院 关 于 深 化 体 制 机 制

改革加快 实 施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战 略 的 若 干 意 见》指

出，要重点解决科研人员流动问题，让科研创新人

才 “名利双收”。《福建省 “十三五”规划纲要》把

构建科学灵活的人才体系，推动科研人才双向流动

作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突破口，提出要 “推

动科研人才双向流动……允许符合条件的科研人员

带项目带成果、保留人事关系到企业开展创新工作

或创办企业，鼓励有创新实践经验的企业家和企业

技术人才到高校和科研机构兼职”［１］。不 管 是 国 家

还是地方，都已非常重视激发科研人才创新 活 力，

实现科研人才资源优势向经济社会发展优势转化。

一、当前科研人才流动的现状与问题

当前，我国科研人才分布存在严重不平衡的情

况。一方面，区域间分布不平衡。经济越发达、越

富庶的地区对科研人才明显具有更强的吸引力，沿

海东部地区科研人才体量较大，中西部地区人才短

缺和人才流失严重；一二线城市引才相对容易，三

四线城市存在较大科研人才缺口。另一方面，区域

内分布不平衡。科研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更多地

流向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型国有 企 业 等 单 位，

而中小规模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很难获得发展所需

的核心人才，“高薪挖角”现象频繁上演。

虽然国家和地方出台不少鼓励措施，推动科研

人才流动到企业施展身手，但由于各种原因，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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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才的正常流动受到很多约束，处于无序流动

或不平衡状态，导致国内产学研活动中的科研人才

呈单向 流 动、分 布 失 衡 的 态 势，造 成 人 力 资 源 浪

费。一是流动的单向性。很多高校科研人才选择流

向与目前所在单位相当或更好的高校或科研院所等

比较稳定部门，而不愿选择到人才匮乏的中小规模

企业。中小规模企业的科研人才存在流动频繁、留

不住人才的现象。由于体制内外人才待遇的 区 别，

这些企业科研人员往高校或科研院所等体制内单位

流动的可能性很低，更多的是在上下游企业或竞争

企业间流动。二是流动的频繁性。如，一个聘期换

一个单位，每个单位待三五年，通过不断 “跳槽”，

抬高身价；盲目着眼高职位、高薪酬，而不顾诚实

守信和做人底线，利用地区和高校 “挖人大战”的

契机，待价而沽，单方面违约，走人换单位。三是

流动的集聚性。换言之，不自觉地表现出向一二线

城市流动的强烈意愿。许多海归科研人员或高校博

士毕业生，更愿意选择流向生活便利、配套设施较

为完备的大中城市，而县区级及以下地区存在人才

引不进、留不住，科研人才比重低等突出问题。科

研人才在地区间的流动处于失衡状态。单向、非理

性的流动模式不仅不能有效促进科研人员创新动力

的产生，而且不能在助力地方中小规模企业转型升

级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二、科研人才双向流动的优势与不足

场域是布迪厄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社会学理论

的概念，也是他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分析单位。他认

为，场域即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 形 构，

这些位置经过客观限定，每个场域都有一定的自主

性，而自主性最强 的 场 域 是 科 学 场 域。 “校 地 企”

合作模式下，高校、地方政府、企业形成了一个场

域，在这个场 域 中，人 才 流 动 可 以 带 动 思 想、研

究、资源和成果交流，促进创新与科学繁荣，但不

规范的流动也会带来资源分配机制 失 效 等 问 题。［２］

因此，剖析科研人才双向流动可能带来的优势和不

足，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全面地分析新形势下人才流

动的内外部条件，从而抓住 “校地企”合作办学带

来的机遇，促进高校和企业科研工作发展，有力助

推高校发展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一）科研人才双向流动的优势

一是有利于教师队伍优化。 “所谓大学者，非

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建 设 一 支 高 素

质的教师队伍，集聚一批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既

是确保教学质量、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所在，也是

当前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根本保证。与

当前国家对创新创业型人才的需求相比，当前我国

高校仍存在缺少 “双师型”教师，人才培养与市场

需求脱节等问题。在一定准入机制的考核下，具有

丰富行业实践背景的企业科研人才的流入，参与专

业实践教学与管理，指导学科竞赛和创新活动，无

疑将有效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弥补高校教师队伍重

理论轻实践的短板。他们拥有娴熟的专业技能、宽

广的行业视野和活跃的市场反映能力，也将为创新

创业型人才培养注入新的活力。

二是有利于人才效益辐射。众所周知，合理的

人才流动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必然要求。新加入人才

的价值越高，越有利于群体 增 加 创 造 性。［３］高 校 和

科研院所是我国高层次科研人才聚集的重镇，而许

多企业却因 “引不进人，留不住才”，没有核 心 技

术人才的支撑，缺乏创新能力和应对风险能力。因

此，鼓励和支持科研人才到企业兼职创新或离岗创

业，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构建起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

双连动的创新体系，转化科研成果，而且可以促使

高校 （科研院 所）和 企 业 科 研 人 才 的 双 向 有 序 流

动，盘活高校人才存量，发挥高校人 才 辐 射 作 用，

以提高对区域经济的贡献。

三是有利于人才环境改善。近年来，为有效推

动区域产 业 转 型 升 级，政 府、企 业、高 校 无 缝 对

接，依托区域主导产业，打造产业园区，并在园区

内开展校地企合作办学。一方面，引导高校科研人

才向企业一线集聚；另一方面，推动企业物质资源

向科研一线输送。与高新技术企业科研人才的 “趋

群”特征［４］类似，高校科研人才更倾向于流入具有

相对优越的工作环境、良好的创新氛围及有利于隐

性知识学习的产业园区。高校与地方政府、企业共

建的大学科技园、联合研发中心、人才孵化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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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企业科研 人 才 的 品 格 与 能 力 近 距 离 接 受 高 校 考

核，成为担任高校本科生科研实践指导教师或研究

生兼职导师的便捷通道。

（二）科研人才双向流动的不足

一是职业理念和价值选择的矛盾。科研工作的

学术价值和商业利益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体。高

校科研，首先关注的是探求真理、发展科学，而企

业科研更关注成果转化和获利。在这一价值导向影

响下，高校科研人才通常将追求科学知识的增长和

自身学术水平的提升作为科研工作出发点，而企业

科研人员更倾向于应用型技术的研究、开发并将其

转变为商业利润。在企业中，薪酬对企业科研人才

来说不仅代表着物质报酬，而且是一个人身份、地

位的名片，诠释 着 一 个 人 的 工 作 价 值 和 存 在 的 意

义。［５］因此，高校科研 人 才 流 入 企 业，必 须 首 先 适

应企业场域的职业理念和价值选择，将自身科研水

平和成果能否为企业带来利润置于优先地位，而企

业科研人才流入高校必须先把高校场域中人才培养

和知识传承的责任置于物质报酬之上。

二是人才流动的 “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是

一种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社会现 象。从 长 远 看，

科研人才在高校和企业间的适度流动，可以给高校

和企业带来创新活力，但人才与单位相对自由的双

向选择也 将 不 可 避 免 地 造 成 人 才 流 动 的 “马 太 效

应”，即从实现自身价值的角度出发，企业科 研 人

才将更多流向规模较大、层次较高的高校，如入选

“双一流”建设的高 校，有 更 好 的 科 研 平 台 和 充 足

的科研经费支持其从事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而从实

现商业价值的目标出发，高校科研人才也将选择规

模以上企业作为转化科研成果的优先对象。这将加

剧高校之间、企业之间人才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导

致人才积压、浪费与人才短缺、流失并存的局面。

三是社会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经

济稳定发展的安全阀，也是科研人才双向流动过程

中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在我国，高校科研人才的

社会保障属于国家保险的福利型保障，主要由国家

和高校共同承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科研人员的

社会保障待遇，包括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保险

等方面与高校差别较大，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

制人员的参保标准不同，给流动性人员社会保障的

转移接续增加了实际操作困难。这种不完善的社会

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校科研人才向企

业流动的积极性，也导致企业优秀科研人才流失比

较严重。

此外，改革开放３０多 年 来，尽 管 人 们 接 触 了

大量新观念、新思想，但传统 “单位人”的观念仍

有意无意地影响着人们在就业择业过程中的决定。

以个人能力和实际贡献为本位的企业 “契约人”身

份对高校科研人才来说，意味着高收益、不稳定性

与不确定的发展机遇并存。不少科研人员仍无法摆

脱对 “单位”的心理依附，希望留在体制内 就 业，

选择稳定性较高、收入较稳定、个人发展空间较好

的高校、科研院所等，而不会轻易选择离开高校到

企业就业。

三、“校地企”合作办学模式下科研人才双向

流动的对策建议

“校地企”合作办学，是 学 校 与 地 方 政 府、企

业结合产业经济发展，高校人才优势及企业人才需

求，联合开展人才培养、资源共享和产学研用一体

化，以提升高校 服 务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能 力 的 办 学 模

式。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完善职业教育

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加强校地企合作、推进产学研结合，是促进科技与

经济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紧密融合的

有效途径，也是高校推进 “双一流”大学建设、企

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地方政府实现区域经济转型

升级的客观需要。促进科研人员在场域中合理有序

地流动，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创造一 个 相 对 开 放、

自由的流动环境。

一要营造鼓励双向流动的社会氛围。布迪厄指

出，场域中的竞争和策略不仅取决于符号商品的价

值，而且取决于场域的自主性，场域越是从社会场

域和权力场域中获得了自主性，其语言越具有科学

性。可以说，高校不乏有流动意向的科研人才，但

多数人缺乏可供选择的流动信息，对流动风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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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虑。高校与地方政府、企业有一个交汇点，即如

何解决人力资 源 的 输 出、吸 纳 以 及 产 学 研 结 合 问

题。［６］ “校地企”合作模式在高校与企 业 科 研 人 才

双向流动上起着 “牵线搭桥”的作用，为实现科研

人才双向流动提供良好契机。一方面，鼓励企业科

研人才将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与高校师生进行交流

和碰撞，从中获得科技创新灵感；另一方面，鼓励

拥有专利技 术 的 科 研 人 才 到 企 业 参 与 科 技 成 果 转

化，充分享受创新成果，提升科研人 才 创 新 热 情，

营造双向流动的良好氛围。

二要完 善 鼓 励 双 向 流 动 的 人 才 政 策。政 府 在

“校地企”合作中应 真 正 落 实 服 务 精 神 和 理 念，整

合产学研间的智力资源、生产资源等创新资源，建

立高校、企 业 人 才、项 目 对 接 的 公 共 信 息 服 务 平

台，通过为双方提供及时的人才信息和服务，有效

调节人才流向，缓解人才流动不平 衡 现 象。此 外，

要完善人才评价与管理体制，积极推进以保护知识

产权为核心的分配机制，确保充分体现优秀科研人

才价值，在人才保障和服务方面提供精准服务。国

家层面虽然有政策支持，但在实际操作中制度性壁

垒仍然存在，体制内外人才户籍、五险一金转移接

续等问题仍需要政府部门出台特殊人才政策，帮助

企业吸引拥有核心技术的高层次科研人才，减少高

校科研人才离岗创业的后顾之忧。

三要拓展鼓励双向流动的工作环境。企业作为

“校地企”合作中的 重 要 主 体，应 通 过 提 高 企 业 的

社会声誉吸引人才流入。与其他因素相比，“单位

的社会声誉”更能代表组织的发展前景和个人价值

的实现，因此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才择业时更看重

“单位的社会声誉”。［７］许多科研人才将在具有 良 好

社会声誉的单位中工作作为社会对自身价值实现的

一种认可。因此，要想在 “校地企”合作办学中吸

引更多拥有核心技术的科研人才加盟，企业必须创

建和维护好自身社会声誉，将其与企业文化、企业

目标、企业资源等因素结合，并将其提升到战略高

度。此外，要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吸引人才流入。企

业应考虑建立企业博士后工作站或产学合作技术中

心，使自己具备将高新技术转化为经济利益的核心

人才和现实能力，以提高与高校合作的契合度，有

效吸引拥有 核 心 技 术 的 高 校 科 研 人 才 到 企 业 创 新

创业。

四要实施鼓励双向流动的聘任制度。高校应进

一步解放思想，探 索 实 行 更 加 灵 活 的 人 事 聘 任 制

度。一是引进 “合同制”，形成开放的人才流 动 机

制，打破高校教师 “铁饭碗”的传统观念，建立健

康、明确 的 淘 汰 机 制，促 使 高 校 科 研 人 才 有 序 流

动，如目前不少重点高校实行 “非升即走”制 度。

二是加强人才流动内驱力建设。内驱力是相对外部

原因而言的，是个人驱使自己去选择、去改变，以

满足自身更高一层需要的内部动力。高校应制订相

关鼓励措施，如，改变现有 “重文章数量，轻技术

贡献”的职称评价体系，把企业科研经历作为理工

科教师职务晋升的必备条件，引导本校科研人才参

与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８］三是制订明 确 的 科 研 人

员准入机制。针对企业科研人才流入高校的学历学

位、科研水平等资格条件做出具体规定，同时明确

企业科研人员兼任导师必须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

确实选优配强实践教师队伍，逐步建立起双向流动

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１］福建省政府 ．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纲要（闽政〔２０１６〕１２号）［Ａ］．２０１６－２－１９．

［２］郭洪林，甄峰，王帆 ．我国高等教育人才流动及其影

响因素研究［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１６（１）：６９．

［３］Ｃｈｏｉ　Ｈ．Ｓ．，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Ｌ．Ｏｌｄ　Ｗｉｎｅ　ｉｎ　ａ　Ｎｅｗ　Ｂｏｔ－

ｔｌｅ：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Ｊ］．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２００５

（９）：３３－３７．

［４］［５］［７］孟 令 熙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研 发 人 才 流 动 研

究［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７２、１２３、１２４．

［６］刘剑虹，熊和平 ．区 域 经 济 结 构 与 区 域 高 等 教 育 的

多元发展［Ｊ］．教育研究，２０１３（４）：５８－６３．

［８］陈国政 ．上海科技人才队伍发展实证 研 究［Ｍ］．上

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２６－１４２．

８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