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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部地区柔性引才
困境及路向研究

李　 志,曹雨欣
(重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人才强国”是我国“十四五”时期一大重要发展战略,体现我国对人才的高度重视,也是我国

对人才发展的高要求。 我国把“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作为做好人才工作的基本要求,实行更加积极、
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鼓励引导人才向边远地区流动,形成良好的人才发展新局面。 人才引

进是人才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人才集聚的重要方式,对于高素质人才的引进以及各地区间人才的合理

流动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人才引进政策上,我国鼓励多方式引才并努力满足人才多样化需求,给
予引进人才多方面的优惠待遇,以满足各地区对人才的需求。 当下我国区域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归根到

底,各地区间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抢人大战”的势头从未减弱。 而目前人才的缺失是不少地区存在的

共性问题,西部作为我国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人力资源远不如东部地区,人才的刚性引进方面劣势明显,
要想弥补其在东西部人才争夺中的不足,西部地区必须加快转变引才方式,将柔性引才作为开展人才工

作的重要手段。 就柔性引才的价值诉求看,实行柔性引才是发达国家解决人才问题的成功经验,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更是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柔性引才方式对西部地区的必要

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西部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批高素质专业化人才,但人才引进难、集聚效应差;人
才国际竞争、区域竞争越来越激烈,西部地区刚性拥有充足的人才越来越困难;柔性引才是国内外解决

人才问题的普遍方法,尤其值得西部地区学习。 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在人才的柔性引进方面存在以下问

题:柔性引才的基础条件薄弱;刚性引才惯性突出、柔性引才意识明显不足;国内外人才管控力度强,人
才柔性引进空间小;“柔性新人”与“单位旧人”存在矛盾。 为此,西部柔性引才需要加强以下路向研究

与实践:一要创新人才观念,增强柔性引才意识;二要进一步优化引才政策,拓展柔性引才空间;三要挖

掘西部资源,丰富柔性引才方式;四要借助互联网,打造“互联网+”智慧型人才柔性引进新模式;五要抓

住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机遇,进一步打造柔性引才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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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具备专业知识与技能,拥有较高素质和能力,能创造性地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劳动者。 人

才的引进、流动和激励政策的发展变化反映了党中央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出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人才的重要价值。 早在 2016 年,中共中央就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的意见》,着眼于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解放和增强人才活力,形成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1] 。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定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

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2] 。 其中“人才强国战略”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已成为重中之重的国家

战略。 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加快人才

制度和政策创新,支持各类人才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3] 。 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到二○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建成文化强

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4] 。 2021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

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

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为 2050 年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人才基础” [5] 。 可以认为,加强人才及人才引进机制的规律研究既有利

于适时回应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关切,也是探寻人才发展规律的价值旨归。 近年来,一些地区为有

效弥补刚性引才缺陷纷纷实施“不为所有、但为所用”的人才问题解决思路,走柔性引才的道路,并
成为人才引进的普遍共识。 西部作为国内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必须在借鉴国内外成功引才经

验的基础上拓展人才引进思路,探讨柔性引才的科学路径,切实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人才集聚乏力问

题,为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创造丰富的人才与智慧资源。

一、柔性引才研究及其学术进展

柔性引才是相对于刚性引才而言的。 刚性引才是用人单位与人才建立固定期限劳动关系合同

的引进形式,而柔性引才则是突破国籍、地域、身份、学历等限制,人才可以跨单位在各地区间自由

流动,通过兼职、挂职、项目合作、人才租赁等方式为人才引进地区所用,在不改变原隶属关系前提

下,以智力服务为核心,注重人、知识、创新成果等有效开发与合理利用的人才流动方式[6] 。
20 世纪 70 年代,国外就开始了柔性引才研究,最早有关“人才柔性流动”的文献认为,处于高度

动荡中的企业,要使员工和组织能与动荡的企业竞争环境相适应,“柔性引才”十分有必要且是提高

企业组织效率的重要措施[7] 。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柔性引进苏联专家的实践,开创了我国柔性引

才的先例。 改革开放后,南方地区一些国有企业人才到乡镇企业兼职,解决了乡镇企业技术专家缺

乏的问题,著名的“星期天工程师”现象也在那时出现。 之后,国家政策条件放宽,技术人员兼职得

到认可,人才可以自由兼职[8] 。 1983 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讲

话[9] ,引智问题逐渐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 此后,“海外青年学者归国访问计划”“百人计划” “春

晖计划”等引才引智计划不断增多,柔性引才政策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接纳。
近年来,柔性引才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人才观念的转变应由“以才引人”转向“以用留

人”,让高端人才因“人尽其用”而长久居住,而不是依靠“比价拼高”短暂流入[10] 。 我国学者对柔性

引才的研究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引才对象方面,着重探讨对高层次人才和海外人才的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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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引进问题。 苏立宁等认为,欠发达地区要以高层次人才为突破口,搭建创新服务平台实施柔性引

才战略,破除欠发达地区人才难、找合适的高层次人才更难的瓶颈[11] ;戈艳霞提出,招才引智既要立

足国内也要放眼全球[12] ;钱佳也认为,新时代地方政府要放眼全球,进行海外引智[13] 。 (2)引才主

体方面,主要探讨了高校、科研院所的柔性引才。 张益川等认为,高校引智面临诸多挑战,但对区域

建设发展有推动作用,比如可以带动“一带一路”和“双一流”高校建设等[14] 。 (3)引才方式方面,学
者们探讨了多种柔性引才的方式,如招商引智、项目合作、组建智库团队,建设引智基地、“候鸟式”
计划等。 卢文超提出,政府引智也可向智库借智,形成官员与智库专家的双向交流与转换[15] ;郑远

强等针对海南自贸区人才引进困境,提出要将人才引进广义化,以落地项目引才为导向,使产业与

人才“互适”,人才引育并举[16] ;范家璐等提出,可依托引智基地培养跨学科人才[17] 。 显然,学者们

的已有研究为柔性引才研究深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但学术界对西部等相对贫困地区如何有

效进行柔性引才则探讨不足,这也正是本文的学术期待。

二、柔性人才的价值诉求

(一)柔性引才是发达国家解决人才问题的成功经验

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了智力引进活动,在重视本国智力资源开发及人才交流

的同时,注重加强国外智力资源的引入,形成了国际间、大范围、高强度的人才引进文化。
事实上,由于顶尖人才稀缺,发达国家对人才的争夺十分激烈,“不为所有,但求所用”的柔性引

才理念逐渐成为共识,共享人才、合作互赢的新理念是柔性引才的新趋势。 发达国家主要通过平台

载体、学术交流活动、开办科学研究所、利用国际局势等方式进行柔性引才。 借力跨国公司和国际

顶尖研究机构,能够充分发挥平台载体的聚才作用[18] ,尤其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全球人才的配置。
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需要,发达国家还特别重视学术交流,柔性引进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给予他们优

厚的政策待遇;再通过几年的学习交流,给优秀人才施以更优厚的待遇促使他们留在本国。 不仅如

此,发达国家还会有选择地聘请国外专家学者来本国工作,解决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

题[19] 。 此外,较为成功的方式是到国外办科学研究所和技术开发中心,或者投资国外的大学、企业

等,利用国外当地的人才智力和技术进行研发[20] 。 日本就常常把一些高新技术实验室设立在国外

知名大学或者技术中心附近,在当地雇佣外国科学技术人才为其开展研究生产。 实践中,也有一些

较为特别的引智方式,如美国早期利用不稳定的国际局势吸纳人才,暂时性地给予人才较为稳定的

工作环境,在帮助他们摆脱政治迫害的同时也引进了人才,实现了对人才的争夺[18,20] 。
(二)柔性引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

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诸多问题离不开人才。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才

的重要性越加凸显,不仅仅要有“为我所有”的刚性人才,也要有“不为所有,但为所用”的柔性人才,
柔性引才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体系的重要补充。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施的是用人单位人才刚性拥有政策,缺乏人才柔性流动的机制,不允许人才兼

职更不能兼薪,否则会被认为“不务正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才政策开始松动,职工利用业

余时间从事第二职业得到允许,之后又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科技人员兼职的政策文件。 1981 年印发《科
学技术干部管理工作试行条例》规定,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接受其他单位的临时聘任[21] 。 1983 年颁

布了《关于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若干规定》,放宽了人才流动规定,引导人才合理流动[22] 。 1985 年中

共中央印发的《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必须要改变积压、浪费人才的情况,使得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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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员合理流动,并且可以适当兼职,以促进知识的流动和人才潜力的发挥[23] 。
近年来,国家进一步加大对人才的开放力度。 2016 年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

的意见》强调,要“扩大人才开放,充分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人才资源” [24] 。 为充分发挥事业单位人才

和技术资源优势,人社部于 2017 年印发《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

意见》规定,事业单位专技人员离岗创业 3 年内保留人事关系,并保留基本待遇[25] 。 党的十九大报

告也提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实行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2] 。 从党中央连续出台的关

于人才引进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可以看出,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人才开放与人才流动的步子越迈越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人才队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

作用。 但是人才发展体制上的约束还没有完全解除,人才发展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人才队伍大

而不强,人才结构不够科学合理,优秀人才流失依然突出,要切实发挥人才保障作用,就必须直面实

施人才强国战略中的诸多问题,更新观念,强化柔性引才意识,以充分挖掘人才宝库,充分利用本地

已有人才和其他可为我所用人才,切实发挥人力资源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三)柔性引才是实现我国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人才数量和质量难以支撑西部高质量发展的超重负荷,因此,
必须大量积聚为西部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新发展阶段是西部大开发的新时期、新格局、新使命,为
此必须创新人才观念,切实认识到柔性引才的困境和重要价值。

1. 西部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批高素质专业化人才,但人才引进难、积聚效应差

人才短缺会制约经济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不平衡会导致人才“马太效应”,严重影

响欠发达地区人才引进成效[15] 。 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人才引进的吸引力弱,高层次人才比例

明显偏低。 西部地区人才素质基础本就薄弱,加之东西部经济差异大,院士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主

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且西部地区高学历人才流失较为严重,人才集聚效应差。 以西部唯一的直辖

市重庆市为例,2017—2019 年重庆高校毕业生留渝就业情况很不理想,硕博研究生连续三年留渝人

数低于就业人数的一半,而本科生留渝人数只占到了 50%多一点,总留渝就业人数也只占到了 65%
左右,人才流失较为严重,且高素质人才占比较小[26] 。 就全国高端人才的流动情况来看,人才主要

向东部地区流动,西部地区则是入不敷出[27] 。 为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更好地建设西部,尽管西部

各地区也出台了一系列人才引进的政策,但成效不明显。 据统计,西部地区各类人才在全国人才总

量占比中有稳步上升,由 15. 8%(2000 年)增至 25%(2017 年),提高了 9. 2 个百分点[28] 。 尽管如

此,依然没有改变我国东部地区对大部分人才吸引力强、集聚度高的地区差异。
2. 人才国际竞争、区域竞争越来越激烈,西部地区拥有充足的刚性人才越来越困难

吸引更多的人才逐渐成为增强区域间竞争的重要手段。 当前,国际之间的人才竞争越来越突

出,国内区域间的竞争也越来越表现为人才的竞争。 与发达国家相比,受经济实力和科技发展水平

的影响,在吸引国际顶尖人才、跨国人才方面,我国尚缺乏应有的竞争力,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科技发

展水平决定了西部更加难以吸引国际顶尖人才。
在我国的区域竞争中,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处于明显劣势。 一是地理位置上,地理环境

越来越成为人才择业的主要因素,西部交通不便,人才数量少,东部在地理环境上更具引才优势;二
是教育资源上,东部高等院校数量远超西部,为东部地区的人才积聚提供了供给优势;三是引才观

念上,西部地区各部门大多存在刚性引才理念,要求人才必须在西部地区工作、落户,而西部在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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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待遇福利上都弱于东部,人才吸引力不强;四是国家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上,尽管我国近年政

策逐步向西部倾斜,对西部的财政扶持力度加大,但东部地区拥有更多的科研创新基地、高校研究

中心和科技创新人才,国家给予的扶持力度依然更大,但西部地区可以在柔性引才上有所作为。
 

3. 柔性引才是国内外解决人才问题的普遍方法,尤其值得西部地区学习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柔性引才是一种“只用不养”的灵活用人理念与人才自由流动方式,越
来越成为各地解决人才供需矛盾的办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

技体制机制的创新,关键在于人才驱动[29] 。 柔性引才方式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优势,人才本身可

不受工作单位的限制,能够有更丰富地发挥自我能力的平台;企事业单位通过提供人才工作平台促

其贡献智慧,通过更为有效的市场资源合理配置,更好地发挥人才资源效能。
国外较早在经济、科技、教育、医学等领域使用了柔性引才方式。 如美国佛罗里达州利用本地

的宜居环境,延聘已退休的高级知识分子,按照他们自身的意愿决定工作的时间。 在医疗合作上,
美国与印度的医疗机构签订医疗协议,利用地区时差进行了良好的合作。 我国整体上进行柔性引

才较晚,但东部地区柔性引才苗头出现较早且运用成熟。 近年来,海南自贸区的“候鸟计划”就实现

了人才效用最大化,释放了“人才红利”,促成了人才由“引进来”向“主动来”的转变[15] 。 东部地区

柔性引进国外高层次人才,为我国经济科技的发展注入了活力,重视人才的观念得到增强。 相较之

下,西部地区有所欠缺,国内外柔性引才的方法值得西部地区借鉴学习。

三、西部地区柔性引才的现实困境

(一)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柔性引才的基础条件薄弱

柔性引才需要一定的基础条件,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人才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发展环境

以及相关的人才配套的柔性服务措施均不够到位。 西部地区柔性引才的实施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高校、企业、政府等部门的具体激励措施。
西部高校和东部相比存在办学层次不高、办学条件较差、人才发展环境质量不高、资金财力激

励不到位的情况[30] ,人才“引、育、留”做得不到位,存在大量人才流失、引进人才水准不够高的问

题。 并且西部高校教师的薪酬水平和科研环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不具竞争力,人才智力引进的

激励措施也不具吸引力。 因此,一定程度上使得人才往东部地区集聚,形成东西部人才的“马太效

应” [31] 。 企业自身经济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引进,利用柔性引才的方式,可以借用人才智慧,汇
聚人才智力资源[32] 。 企业的工作平台、项目资金支持、奖励评选机会、生活补助、个税优惠等都是人

才关心的问题[33] ,是激励人才为企业项目服务的重要因素。 西部地区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且创新

基础较弱,无法承接高层次人才[34] ,对人才的吸引激励作用不大。 西部政府在人才的引进力度上远

不如东部地区,主要表现在人才柔性引进政策不到位、财政支持力度不强等。 西部各省市计划引进

的人才数量少,引进标准和待遇不及东部地区,引智质量不高,加大了西部地区人才“需求”与“支

付”之间的矛盾,进而拉大东西部人才资源差距[33] 。 在人才评价激励制度上,西部地区“唯学历、唯
技术、唯知识”的人才引进理念还未完全转变,地方政府政策颁布施行力度不到位。

(二)西部地区刚性引才惯性突出,柔性引才意识明显不强

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长期以来习惯于刚性引才,柔性引才意识不强。 东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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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率先实践柔性引才的地区。 上海进行柔性引才最早,浙江、江苏

等地也有柔性引才的案例,这对早期东部经济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逐步在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共识,而西部地区偏向“刚性引才”的观念使得其在用人机制上也产生了

很多限制。
在人才引进理念上,西部地区“刚性”占有人才的思想较为根深蒂固。 西部柔性引才的方式不

如东部成熟,只是近几年人才柔性引进形式有所增加,且西部地区缺乏柔性引才的创新性,自主拓

宽引才渠道的意识不足[35] ,东部柔性引才的方式较为成熟,引才标准更为柔性。 人才引进对象上,
西部地区引才的对象主要是内地精英人才,“长江学者”“青年拔尖人才”等各种奖项获得者和杰出

青年等;东部地区柔性引进人才不局限于内地人才,还广纳海外高层次人才[15] 。
(三)西部地区面临国内外人才管控力度强等不利环境,人才柔性引进空间小

从世界范围内看,“人才争夺战”存在于全球,高层次人才成为国内外争抢的稀缺人才资源[36] 。
美国学者表示,人才是资源和财富,柔性引才可以节约大量的人才教育培养费用,节省人才成本,而
人才又能为国家和企业创造大量的财富和利润,因此美国对人才的柔性引进十分重视,利用各种人

才引进措施、各种机会引进外国人才,对我国柔性引进外国人才也造成了一定的阻碍[37] 。
据统计,美国为防止人才被其他国家引进,利用联邦调查局对很多研究人员展开了内部调查,

涉及是否获得外国资助、是否转移知识产权等行为,截至 2020 年 4 月,10 多名“千人计划”专家遭到

美国逮捕、起诉甚至被迫辞职,大量的科技精英受到质疑、刁难[38] 。 面对西方国家的人才管控,使得

人才柔性引进的空间明显变小。 调查显示,2019 年上海、深圳、苏州等地海外人才引进中的高端人

才越来越少,部分已经和我国签约的外国专家要么被限制来华,要么受到美国的调查。 面对国际竞

争中出现的问题,东部地区把目光转向了国内西部地区,无论是企业还是高校人才的争夺,西部都

处于不利的地位[31] 。 由此,原国家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曾发出“请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高校手下留

情”的呼吁[39] 。 面对国内人才争夺越来越激烈的形势,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地区都害怕人才在柔

性引进中被对方单位“硬性挖走”,纷纷采取给帽子、给职位、给薪酬的方法,加大考核管控力度,确
保人才不被其他单位硬性挖走或者被柔性引走。 作为经济基础薄弱、人才集聚度差的西部地区,在
这种情况下硬性引才变得更加困难,柔性引才也非常不易。

(四)西部地区柔性引才面临“柔性新人”与“单位旧人”的矛盾,致使“柔性引才”难有大作为

西部地区由于受自身资源、环境等限制,原有人才的薪酬待遇水平不高,面对人才市场的变化,
柔性引进人才必然要给出较高的待遇水平方能有所作为。 为此必然导致柔性人才的待遇和已有人

才待遇的落差,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自有优秀人才流失的风险,从而使得招来“女婿”气走“儿子”现象

时有发生,致使人才生态环境不佳,新人与旧人的积极性都难以有效发挥,“柔性引才”机制缺乏有

效的组织环境支持。 其中,薪酬待遇是最主要的问题,如何在新人与旧人之间进行平衡是人力资源

管理的难题。 新增人才往往会突破原有人才在薪酬待遇、事业发展平台上的限制,如果新增人才与

存量人才的关系不能好好平衡,会形成“新老有别”的局面,挫伤城市存量人才的积极性,引起人才

外流,柔性引才政策效果也会大打折扣[37] 。 此外,“双轨制”下,柔性引进的新人工资待遇、编制等

优于“老人”,更加激发“新老”人才之间的矛盾,很难平衡好“儿子”“女婿”间的关系[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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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部地区柔性引才路向解析

(一)创新人才观念,增强柔性引才意识

西部地区人才集聚能力不足,人才资源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创新人才集聚理念,巧
借人才智慧,活用柔性引才方式成为西部破解自身人才困境的良好途径。 随着人才竞争的新变化

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西部地区必须更新人才观念,根据自身特点不断解放思想,为人才柔性

引进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西部地区相较东部经济水平落后,经济政策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强;与此同时,刚性引才意识还

占据大部分人的思想观念,柔性引才意识明显缺乏。 为此,西部地区要解放人才引进思想,明确柔

性引才的重要性及意义,坚持“能用才是硬道理”的思路,牢固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常在,
但求常来”的理念,通过柔性引才弥补西部人才的不足。

西部地区转变人才引进观念必须做到多方主体协同,使柔性引才成为共识。 政府、企业、高校、
人才自身都要转变观念,形成共识,建设西部。 “今天的人才争夺战不仅是企业之间的,更是政府之

间的” [36] ,政府柔性引才意识的转变是第一位的,必须进一步放松人才政策,创造性地出台有关柔

性引才的地方条例;企业观念的转变在于人才引进的要求,不应局限于人才引入企业“坐班”式工

作,更应赋予人才工作安排的自主性;高校需举办更多样的人才交流会,借助交流学习引进人才智

力;人才自身则要转变工作观念,逐渐适应多种工作形式,利用柔性引才渠道满足自身需要,也满足

西部地区对人才的需要。
(二)优化引才政策,拓展柔性引才空间

西部地区人才引进政策创新不够,人才引进乏力,成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瓶颈[40] 。
柔性引才是人才引进创新方式,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保障,通过政策强化柔性用人原则,引导和管

理柔性引才,能有效避免人才柔性引进的随意与无序竞争。
我国要加大对西部地方政府柔性引才的支持,鼓励东部对人才松绑,让人才有时间、有权利被

西部柔性引进。 我国对于西部柔性引才的政策措施可以借鉴我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式方法,
实施东部对西部对口支援措施,东部以省为单位,帮助西部某省市柔性引进人才,使得西部地区有

柔性人才流入的机会,促进西部地区人才引进。 为增强柔性引才活力,地方政府和企业要加大对人

才创新平台、设备、研发、薪酬奖励等方面投入,并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为降低引才成本,规定企业

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所支付的奖励和劳务报酬,可在税前扣除,给退休返聘人员支付的工资薪金等

劳动报酬,不计入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数[41] 。
西部地区可以利用原本刚性引才成本,如安家费、子女教育费等,将其投资于柔性引才,并且扩

大柔性引才宣传力度,增加招商引资及精英人才引进的宣传成本,拓宽柔性引才空间[42] 。 还要注重

“内外兼顾、引育并举”,注重“柔性人才”和“刚性人才”之间的项目对接,处理好现有“单位旧人”和

柔性引进“新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双轮驱动”机制,确保现有人才培养与创新紧密联系,形成和完

善人才全链条效应[15] ;还要强化人才柔性引进的配套服务及环境营造,跟进后续保障措施。
(三)挖掘西部资源,丰富柔性引才方式

西部地区的发展会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但西部地域条件带来的丰富资源又是西部发展的一

大优势。 西部地区在柔性引才过程中,必须创新柔性引才形式,以充分挖掘自身优质人才资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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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域资源优势一同打造属于自己的独特引才方式,以促进西部地区人才柔性引进的可持续性。
城市质量政策和绩效评估等问题会为地方带来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城市亮点[43] ,利用城市亮点

打造本土独特的柔性引才文化,创新柔性引才方式。
西部可以利用地域特征构建“社会网络”,打“乡情牌” “亲情牌”,建构落叶归根式的柔性引才

模式,呼吁广大退休人才衣锦还乡,延聘退休高级知识分子来本地工作,继续发挥才智作用;西部可

以利用环境优势打“气候牌”,建立休闲式、候鸟式、度假式的柔性引才工程,以区域优越的气候环境

为特色,吸引人才;利用国家重点项目,打“项目牌”,通过项目征集、项目申报、项目立项等,利用项

目式柔性引才工程、顾问式柔性引才工程,重点为企业引进国内外人才,解决关键技术和管理难题;
利用东西部资源互补优势,打“资源互补牌”,充分利用所拥有的区域资源与人才资源对接,进行项

目合作式柔性引才;利用国家对西部的政策支持,打“政策牌”,强化东西合作,如实施人才对口扶助

工程、挂职工程;利用区域间政府、企业、高校三者的合作关系,打“合作牌”,建立以政府为指导,企
业、高校、科研机构紧密合作的柔性引才工程,构建人才链与产业链。

(四)借助互联网平台,打造“互联网+”智慧型人才柔性引进新模式

当今世界人才的流动更多是智慧和才能的流动,互联网便捷、无限、互动等特点恰巧可以弥补

西部地区与世界人才交流甚少的不足,以此打造“互联网+”柔性引才新模式。 西部地区利用互联网

平台进行柔性引才,能为人才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也能为西部地区提供更多的人才资源,给西部

地区的发展带来无限的可能。
借助“互联网+”在线办公功能,突破工作单位时空的限制,鼓励人才网上办公,不仅能节省办公

成本,也是企业拥有高绩效组织竞争力的条件,从而实施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44] ;利用“互联网+”
技术,开展线上国际交流会,帮助西部高校、企业实时掌握国际先进知识动态、吸纳优秀知识成果,
促进才智快速流通,为柔性引才提供更多的机会;利用“互联网+”促进企业开展更多的项目合作,使
得更多的人才智慧往西部地区汇集,吸引人才为西部建设服务;利用“互联网+”创办网络人才服务

平台,通过收集人才信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才信息互通平台,满足地区对人才的需求,为人才工

作和西部柔性引才提供更多的机会。 例如“猪八戒网”就是一个科技驱动的灵活用工平台,为大企

业和中小微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品牌设计、开发建站、营销推广、游戏制作以及个人生活服务,为雇

主提供“互联网+”行业解决方案,并提供智力外包等服务。 西部地区要借助“互联网+”平台,加强

同引智公司合作,借助猎头公司、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等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并鼓励有条件的本地企

业在人才聚集地建立企业、研究院或引智中心,利用东部或外国地区智力资源发展自身优势。
(五)抓住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进一步营造柔性引才的良好环境

国家重大战略对人才流动有着重大影响,“成渝双城经济圈”是我国进行西部地区经济建设的

重大战略,对西部来说是良好的发展机遇,有助于发挥城市对人才的“推—拉”作用,吸引更多优秀

人才。 西部地区在柔性引才中必须抓住国家重大战略机遇,以此为牵引,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成渝双城经济圈”在打造一体化人才的同时,要转变人才引进观念,变“刚性”为“刚柔相济”,

给予人才更多灵活的流动空间,争取为更多国内外人才提供贡献智慧的机会。 同时成渝要唱好“双

城记”、建好“经济圈”,就要进一步拓展柔性引才政策,双城联动、合作互补,构建人才协同发展平

台,形成产业错位发展局面,双方能够互引优秀人才,联手打造成渝地区高端人才聚集区。 在双城

互联互通构建经济圈的同时,西部其他相对落后地区也要跟上发展步伐,抓住机遇,敢于突破传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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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的人才观念,牢固树立“重视本地、引进急需,注重实效、不图虚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引才

观念。 同时,要积极向员工宣传柔性流动观念,鼓励人才突破地域的限制,在西部工作的同时也能

自由兼职东部的工作,有效预防西部人才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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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invigorating
 

the
 

country
 

with
 

talent 
 

i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of
 

China 
 

which
 

reflects
 

China  s
 

high
 

attention
 

to
 

talent 
 

and
 

is
 

also
 

China  s
 

high
 

requirements
 

for
 

talent
 

development.
 

China
 

has
 

made
 

it
 

a
 

basic
 

requirement
 

to
 

gather
 

talented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put
 

them
 

to
 

good
 

use.
 

It
 

has
 

adopted
 

a
 

more
 

active 
 

open
 

and
 

effective
 

talent
 

policy 
 

encouraged
 

and
 

guided
 

the
 

flow
 

of
 

talented
 

people
 

to
 

remote
 

areas 
 

and
 

created
 

a
 

new
 

situat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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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alented
 

people.
 

Talent
 

introduction
 

is
 

an
 

important
 

link
 

of
 

talent
 

development
 

and
 

an
 

important
 

way
 

of
 

talent
 

gathering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troduction
 

of
 

high-quality
 

talents
 

and
 

the
 

reasonable
 

flow
 

of
 

tal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terms
 

of
 

talent
 

introduction
 

policy 
 

China
 

encourages
 

various
 

ways
 

to
 

attract
 

talents
 

and
 

tries
 

to
 

meet
 

the
 

diverse
 

needs
 

of
 

talents 
 

and
 

gives
 

various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the
 

introduced
 

talents
 

to
 

meet
 

the
 

needs
 

of
 

various
 

regions.
 

At
 

present 
 

regional
 

competition
 

in
 

China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ierce.
 

In
 

the
 

final
 

analysis 
 

regional
 

competition
 

is
 

the
 

competition
 

for
 

talents.
 

The
 

momentum
 

of
 

competition
 

for
 

talents 
 

has
 

never
 

weakened.
 

And
 

at
 

present
 

the
 

lack
 

of
 

talent
 

is
 

a
 

common
 

problem
 

of
 

lots
 

of
 

regions.
 

As
 

a
 

relatively
 

backward
 

area
 

in
 

China s
 

economy 
 

the
 

western
 

region
 

is
 

far
 

inferior
 

to
 

the
 

eastern
 

region
 

in
 

terms
 

of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disadvantage
 

in
 

rigid
 

talent
 

introduction
 

is
 

obvious.
 

To
 

make
 

up
 

for
 

the
 

insufficiency 
 

the
 

western
 

region
 

must
 

speed
 

up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lent
 

introduction
 

methods
 

and
 

take
 

flexible
 

talent
 

introduction
 

as
 

an
 

important
 

means.
 

In
 

terms
 

of
 

the
 

value
 

appeal
 

of
 

flexible
 

talent
 

introduction 
 

it
 

i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o
 

solve
 

talent
 

problems 
 

it
 

is
 

the
 

need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it
 

is
 

also
 

the
 

need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The
 

necessity
 

of
 

flexible
 

talent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China
 

i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needs
 

a
 

large
 

number
 

of
 

high-
quality

 

professional
 

talents 
 

but
 

the
 

talent
 

introduction
 

is
 

difficult
 

and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is
 

poor 
 

talen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regional
 

competition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ierce 
 

and
 

it
 

is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for
 

the
 

western
 

region
 

to
 

have
 

sufficient
 

talents 
 

flexible
 

introduction
 

is
 

the
 

universal
 

way
 

to
 

solve
 

the
 

talent
 

problem
 

at
 

home
 

and
 

abroad 
 

especially
 

worth
 

learning
 

for
 

the
 

western
 

area.
 

It
 

is
 

found
 

that
 

the
 

following
 

problems
 

exist
 

in
 

the
 

flexible
 

introduction
 

of
 

talents
 

in
 

western
 

China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flexible
 

introduction
 

of
 

talents
 

are
 

weak 
 

the
 

inertia
 

of
 

rigid
 

talent
 

introduction
 

is
 

prominent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flexible
 

talent
 

introduction
 

is
 

obviously
 

insufficient 
 

there
 

is
 

strong
 

talent
 

control
 

at
 

home
 

and
 

abroad 
 

and
 

small
 

space
 

for
 

flexible
 

introduction
 

of
 

talent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flexible
 

new
 

person 
 

and
 

 old
 

person .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the
 

following
 

ways 
 

first 
 

to
 

innovate
 

the
 

concept
 

of
 

talents
 

and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flexible
 

talent
 

introduction 
 

second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policy
 

of
 

attracting
 

talents
 

and
 

expand
 

the
 

space
 

of
 

attracting
 

talents
 

flexibly 
 

third 
 

to
 

excavate
 

western
 

resources
 

and
 

enrich
 

flexible
 

ways
 

to
 

attract
 

talents 
 

fourth 
 

to
 

make
 

use
 

of
 

the
 

internet
 

to
 

create
 

a
 

new
 

model
 

of
 

 internet
 

plus 
 

flexible
 

introduction
 

of
 

intelligent
 

talents 
 

fifth 
 

to
 

seize
 

the
 

national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such
 

as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and
 

further
 

creat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attracting
 

talents
 

flexibly.
Key

 

words 
  

flexible
 

talent
 

introduction 
 

rigid
 

talent
 

introduction 
 

talent 
 

talent
 

power 
 

talent
 

policy 
 

talent
 

environment 
 

wester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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