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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生态视角下城市人才
吸引力提升组态路径研究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冉景亮,成浩源
(重庆工商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67)

摘要:党中央和国务院长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并不断强化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支撑。 鉴于城市是人

才汇聚的“洼地”和人才使用的“高地”,对城市人才战略的研究有利于管窥国家人才战略实施的基本状

况。 同时,人才是城市创造力的价值源泉,也是城市吸引力的重要标志,全国各地党委政府通常都高度

重视本地区人才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并且也有不少城市在人才争夺中已经取得了竞争优势。 探索城市

人才吸引力的内在机理,科学回答各个城市为什么产生人才吸引力,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使命。 但是,
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各城市产生人才吸引力的内在机理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城市人才战略成功经验的

归纳和总结还存在欠缺。 为了探索不同城市如何优化城市人才生态以提升人才吸引力的基本模式,本
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fuzzy

 

sets
 

QCA,fsQCA)对我国 32 个城市进行探索和研究,具体从组态

视角分析我国城市人才生态与人才吸引力的关系,探索性地识别出提升城市人才吸引力的路径选择方

案。 研究发现:(1)单个人才生态要素并不构成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必要条件,但是优化科技创新生态

对于提高城市人才吸引力有较为普适的作用。 (2)存在 4 种不同人才生态环境产生高城市人才吸引力

的组态路径,即经济主导下社会文化驱动型、经济主导下科创-生活-自然驱动型、经济主导下生活驱动

型、科技主导型。 通过对各个城市人才政策和相关要素禀赋简要梳理,发现各市人才生态建设实践与 4
种组态路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形成了相互印证的关系。 此外,非高人才吸引力的城市也存在两种人

才生态组态,一是城市人才生态中各要素均呈现非高水平状态,二是在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下,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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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忽视人才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需求,也不能提高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
总体上讲,根据城市人才环境生态组态路径的归纳和总结,说明城市高人才吸引力实现方式具有诸多共

性规律,这对我国城市基于自身资源禀赋,精准优化人才生态以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人才生态;人才吸引力;人才强国战略;城市群;区域协调发展;定性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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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坚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2002-2005 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

划纲要》明确指出,“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走人才强国之路,是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 [1] 。 进入新时代以来,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 周

年庆祝大会上指出,“人才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更加明显,人才竞争已经

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 谁能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环境好,
则人才聚、事业兴;环境不好,则人才散、事业衰” [2] 。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
“我们坚持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强调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不断改善人才发展环境、激发人

才创造活力” [3] 。 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
心引才、精心用才,求贤若渴,不拘一格,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 在党中

央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背景下,各地纷纷制定人才政策以打造人才高地。 虽然地方政府本身不能

创造人才竞争优势,但人才政策的精准制定与有效运用可以提升人才生态水平,强化地区对人才的

竞争力与吸引力。 自 2017 年开始,各地区纷纷出台人才新政,以期吸引人才资源,提升城市竞争实

力,人才流动格局逐渐形成[5] 。 事实上,一个地区能否吸引优秀人才,取决于这个地区能否为各类

人才提供良好的能力成长和事业发展的生态环境。 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人才竞争从根本上

来讲是人才生态环境的竞争。 为什么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人才吸引力? 各城市应该制定什么样的

政策才能更好地优化人才生态进而提升人才吸引力? 这既是亟待解决的决策问题,也是亟待研究

的科学问题。
国外关于人在生态中的发展问题的研究视角比较多,有人类生态学、心理生态学、人类发展生态学

等,这些理论几乎都将人的发展看成是人和环境的函数[6] 。 人力资源生态学的提出[7] ,使生态学理论

在人力资源领域的运用更加深入。 影响人力资源生态环境的因素主要包括薪酬待遇、人际关系、发展

机会、自我实现和退休政策等[8] ,当然康乐设施、娱乐活动、城市包容性与开放性等也是不可忽视的重

要影响因素[9] 。 人才生态学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10] 。 人才生态系统由规模、影响力不同的私

营部门和社会主体通过协同发展所形成,是共同创造社会价值且具有共生关系的生态系统[11] 。 人才

生态包括人才内生态和人才外生态,本质上是人才生命系统与外部生态环境交互作用而构成的有机复

合系统。 每个人才都处于某个人才生态系统中的特定位置。 当现有生态系统无法满足人才发展需求

时,个人就会流向资源禀赋更加丰富的人才生态系统,即人往高处走。 人在发展过程中会与生态系统

进行千丝万缕的互动,生态系统会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人的发展[10] 。 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人才与环

境相互影响的内在机理的研究还有所欠缺。 因此,本研究基于制度组态视角,从不同城市人才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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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建设的实践出发,根据溯因逻辑去探究结果(人才吸引力)产生的复杂机理,以及单个制度因素是否

会影响人才吸引力。
影响城市之间人才流动的影响因素并不独立,它们之间会通过联动匹配产生不同组态从而形成不

同的人才生态环境。 因此,本文从制度组态视角出发,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
 

fsQCA)方法,构建影响城市人才吸引力的人才生态环境研究模型,探究多重

因素影响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复杂因果机制。 具体讲,致力于回答如下三个问题:(1)人才生态环境要

素之间的耦合构成了怎样的人才生态环境组态? (2)什么样的人才政策推动形成了这些制度组态?
(3)各个城市如何根据现有组态提升本市的人才吸引力? 本研究有助于拓宽人才工作相关研究的视

角,并深化对城市人才生态环境对人才吸引力的驱动路径与作用机理的理解,为推动人才强国战略实

施提供决策依据,为提升城市整体竞争力、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模型

(一)提升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实践经验及研究进展

2021 年 9 月,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将“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

新高地”作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人才工作重点。 人力资源是发展的第一资源,如何吸引

人才和留住人才是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之一[12] 。 所谓的人才吸引力,就是指通

过改善人才生态环境,吸引外部人才进入或本地人才留下,并为当地建设作出贡献的所有过程的集

合[13] 。 城市人才吸引力的核心内涵是城市所具有的可以影响人才选择的能力。 人才资源区别于其他

资源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人才具有自主流动性,人才资源总是不断流向吸引力大的城市。
人才在选择移居城市时必然会对这个城市进行量化评估并与其他城市进行对比,进而去选择最适

合发展的城市。 城市只有客观量化评估人才吸引力的水平状况,才能有针对性制定提升人才吸引力的

政策制度,包括有针对性制定城市柔性引才的政策制度[14] 。 早在 19 世纪末,优越的物质条件、重视人

才的风尚、适宜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等就被看成是提升人才吸引力的因素[15] 。 另外,个人因素、以
工作条件和组织文化为主的工作环境、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为主的社会环境等也是人才流动不可忽视

的影响因素[16] 。 从“推拉”理论视角,人才吸引力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收入水平、发展机遇、环境因素

三个层面。 从个体与环境匹配理论视角,通过多值逻辑回归研究发现,自然环境、公共环境、人文环境、
经济环境和事业环境等宏观环境因素也显著影响人才流动[17] 。

城市吸引人才不能仅靠短期经济刺激,构建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是根本。 人才吸引力评价是基

础,包括因地制宜破除“五唯”顽瘴痼疾,全面提升和建设良好的人才生态[18] 。 例如,福建省主要通过

强化产业集群、促进人才柔性流动、加大配套资金投入、打造优越环境等模式来提升人才吸引力[19] ;杭
州市则强调注重持续的制度保障,补齐人才密集流入区域内的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政策统筹度,形成引

才合力[20] 。 经济是影响地区人才吸引力的核心要素,壮大城市经济总量与优化产业结构并行,增加人

才的就业岗位以及发展机会,人居环境宜居性的提升对人才的吸引也有积极作用[21] 。 有人提出,提高

人才吸引力,应该首先考虑经济发展形成的市场力量,再辅以公共服务、生活工作环境建设的非市场

力量[22] 。
(二)城市人才生态环境要素耦合提升人才吸引力的理论模型构建

城市人才生态系统是由政府、企业、人才群体、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主体通过一定的关联和互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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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成的一个优势互补、价值共创的有机系统[23] 。 现代城市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生态建设是

提升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关键措施。 在现实情境中,不同城市对人才的吸引是复杂动态的,常常由人才

生态中多个要素协同影响决定。 人才生态要素间的不同匹配模式导致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度不同,且
各城市的实际人才环境生态存在差异;不同城市吸引人才的模式又表现为不同的组态路径。

1. 城市人才生态要素与人才吸引力

城市人才生态影响要素构成复杂。 不同的人才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重点关注的要素则有所不同,比
如,人才市场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六维度法,以及自然生态环境

指数、社会生态环境指数、文化生态环境指数三维度法。 《中国城市人才生态指数报告》将人才生态分

为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活环境、社会文化、自然生态五个要素,由此本文对五个要素的相关研究进行

梳理。
(1)经济发展。 人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城市吸引“人才资本”加快经济发展的同

时,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又能够为人才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促进人才资本积累及其效能提升[24] 。
首先,推动经济发展的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向质量型人才红利[25] ,人才资本成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

展的不竭动力[26] 。 人才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同物质资本一样是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人才资本所具备

的主观能动性所表现出来的创新性使其在生产过程中可以创造出超出自身价值许多倍的收益[27] 。 人

才资本的状况决定了其技术吸收能力和知识扩散能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撬动其他资本要素高效释放

功能,对经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28] 。 其次,经济水平较高、发展较快的城市,工作环境相对较好,
工作机会较多,人才就会流入该地;反之人才就会流出,前往经济较好的地区。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
可以催生经济结构和制度的优化,提高人才资本的边际收益,增强城市人才吸引力。

(2)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 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4] 。 科技创新生态越好的城市,意味着其拥有更多的科创投入、
更强的科创平台、更丰富的科创人才,能够更好地激发城市科创活力,得到丰硕的科创研究成果。 地区

科技创新环境的优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人才的吸引,区域创新系统的协调优化有助于构建良好科

技创新环境,吸引人才。 国内省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显示,科技创新环境是影响省际科技人才流动的

主要因素[29] ,其中 R&D 经费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是影响科技人才流动最主要的动因[30] 。 可以说,重
视科技人才集聚和科创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实现二者的协同互动发展,有助于改善区域创新环

境[31] ,从而提升区域人才吸引力。
(3)生活环境。 追求幸福生活是人的最高目的之一。 主观幸福感是除物质需求外,对人们而言非

常重要的一种基本需求,是人们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的基础和前提,对人们的生活和精神健康具有举足

轻重的影响[32] 。 良好的城市生活环境能增强人才的居留意愿。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多,比如,通勤

时间对劳动力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33] ;合理的房价能够帮助人才节约居住成本,提高生活质

量[34-35] ;虽然收入的绝对水平和相对地位对幸福感均存在正向影响,但消费比收入更能衡量居民的福

利水平,并且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更大[36] 。 因此,生活在幸福美好的城市里是人才的内在需求,能否

获得“生活幸福感”是吸引并留住人才的重要因素。
(4)社会文化。 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能激发人才的激情和活力。 劳动力的流动不仅是空间的移

居,也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移民”,对城市主流文化的适应程度决定劳动力的居留意愿[37] 。 社会文化

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涵盖面很广。 教育肩负个体获得幸福的重担,也是潜在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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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标准的重要动力机制,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间接改善个体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分配,最大可能地

激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38] 。 鉴于儒家文化传统,社会保障与家庭养老对我国人才退休生活质量

都有重要影响。 人们对社会治理效果的主观感知和评价,也是决定他们是否愿意留在一个城市的一个

重要维度[39] 。 总体上讲,具有特色的城市文化,能够丰富个人文化生活,促进其对城市产生认同感和

归属感,对人才的吸引和保留具有积极作用[40] 。
(5)自然生态。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

的提高,人才对自然生态有了更高的要求,自然环境优美和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因此对人才具有更高

的吸引力。 空气污染、饮水污染等环境质量问题会引发个体的心血管疾病,增加个体健康风险,为了降

低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风险,人才会选择迁移[41] 。 研究表明,空气污染还会通过影响个体的健康和情

绪状况,显著降低科技人才的创新产出,抑制个体创新活力[42] ;污染排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市劳

动人口的流失,并且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环境质量对个体迁移的决策作用逐步增强[43] 。 因此,
自然生态对人才的流动意愿有决定性作用,生态建设水平越高的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越大,高水平环

境质量更有助于吸引和保留人才,即强化自然生态建设对人才资本有引流作用[44] 。 另外,高层次人才

对优越自然生态更加敏感,选择环境质量好的城市的意愿也更加强烈。
2. 组态视角下城市人才生态环境要素耦合提升人才吸引力

城市的人才生态反映城市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活环境、社会文化、自然生态等方面的综合水

平。 根据《2020 中国城市人才生态指数报告》,我国城市人才生态存在明显地区差异,并提出完善和提

升城市人才生态已成为增强城市人才吸引力和集聚力的重要途径。 考虑人才生态要素间的组态效应,
有助于解释城市人才环境生态如何影响人才吸引力的复杂现实。

首先,人才生态内不同要素之间可能存在竞争与共生的关系。 在复杂生态系统中,行为主体间相

互竞争、共生和适应,共同创造生态,共同演化,这导致人才生态影响人才吸引力的路径是多元、复杂

的[45] 。 根据系统观念原则,城市作为“经济-环境-社会”的高层次集成系统,摆脱了单纯依靠粗放型

资源开发及“唯 GDP”论的发展思想,坚持经济、环境、社会三方面协同共进,迈入高质量发展进程。 因

此,城市只注重经济发展并不能很好地实现对人才的吸引,需要统筹考虑人才环境生态中科创、生活、
文化、生态的协同,以充分实现城市提升人才吸引力的目的。

其次,个体居留意愿并不会被人才环境生态中的某单一要素所决定。 城市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环
境规制倒逼产业实现技术创新与进步,驱动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升,而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伴随着劳动力吸收能力的变化,从而促进城市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 居民

收入的持续增加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费需求也随之升级,企业为生存实现产品与服务的优化,对
供给侧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推动作用[46] 。 并且人才大多追求物质精神共富裕,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

支撑了城市社会文化活动的开展,有效满足居民文化需求的多样性,提高了人才的居留意愿。
总之,不同的城市由于在发展过程中资源、定位、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异,造成各人才生态要素的

水平也难以得到同步发展。 优化城市人才生态某单一要素并不足以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同城市拥

有不同的人才环境生态,并且可能存在不同的提升人才吸引力的路径。 但大多数城市秉承“改善硬环

境、优化软环境”的发展理念,缺乏对城市人才生态的差异性比较分析,及其如何提升人才吸引力的研

究[47] 。 传统二元线性关系的统计方法无法解释人才生态环境这类多因素组成的复杂现实,组态理论

则适合于分析人才生态环境多因素内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人才吸引力的影响,有助于城市找到提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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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吸引力的路径。 根据组态视角,不同城市人才生态产生差异化人才吸引力,可以采用溯因逻辑探索

哪些组态路径可以产生高的人才吸引力,为实践中优化城市人才生态以提升人才吸引力奠定基础。
鉴于此,本文主要关注以下两个问题:(1)某些人才生态要素是否是实现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必

要条件;(2)哪些不同人才生态要素耦合可以产生提升城市人才吸引力的驱动路径。 因此,本研究从

城市人才生态出发,将经济、科创、生活、社会和自然纳入人才生态要素集,辅以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一

步探索要素间的互动反应,找出城市提升人才吸引力的组态路径,其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理论模型:城市人才生态影响人才吸引力的组态效应

三、研究方法

(一)定性比较分析(QCA)
定性比较分析(QCA)以布尔运算和集合论思想作为其基石,探究前因条件组合如何引致被解释

结果出现可观测的变化或不连续,旨在解决因果复杂性现象[48] 。 目前 QCA 可以分为四类,即基于清

晰集的 csQCA(crisp
 

sets
 

QCA)、基于多值集的 mvQCA
 

(multi-value
 

QCA)、基于模糊集的 fsQCA
 

(fuzzy
 

sets
 

QCA)
 

和时序定性比较分析
 

TQCA
 

(temporal
 

QCA) [49] 。 fsQCA 采用整体视角,进行跨案例比较分

析,致力于探索哪些条件要素的组态引起预期结果的出现,哪些组态引起预期结果缺乏或不存在等因

果复杂性问题[50] 。 因此,本文摒弃基于“自变量-因变量”二元关系的传统统计方法,采用 fsQCA 方法

探索城市人才生态影响人才吸引力的复杂因果关系,人才生态中各要素组合形成不同生态组态,对城

市人才吸引力的复杂影响机制就属于这类问题,所以适合采用 fsQCA 方法进行研究[51] 。
(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 4 个直辖市、23 个省会城市以及 5 个计划单列市,共计 32 个城市作为主要研究案例,
案例初始数据来源于《2020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数据库等。 首先,前因变量城市人才生态数据基

于《中国城市人才生态指数报告(2020)》,结合各城市 2019 年的官方统计数据,如城市统计年鉴、年度

统计公报等。 其次,城市吸引力指数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 2020》,该报告涵盖了

2019 年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 100 强及人才吸引力指数等。 此外,本研究还结合其他相关报告、报道等

资料进一步对其组态进行定性分析。
(三)变量校准

校准是对案例和条件赋予集合隶属分数的过程[52] 。 本文采用直接法将结果和条件变量校准为模

糊集。 参考已有研究[53] ,将结果变量和前因条件的案例样本描述性统计的 75%、50%、25%分位数值分

别设定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 3 个定性锚点。 非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校准取高城市人才吸

引力的非集。 各变量的校准锚点与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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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集合、校准和统计性描述

模糊集交叉点 描述性统计

集合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城市人才吸引力 36. 775 21. 45 11. 275 30. 531 25. 780 100 4. 2

经济发展 71. 208 63. 69 57. 838 65. 891 10. 421 88. 78 53. 17

科技创新 69. 78 62. 24 56. 828 63. 914 9. 342 91. 35 52. 98

生活环境 71. 475 67. 045 62. 738 67. 774 7. 091 82. 28 56. 97

社会文化 73. 468 69. 615 64. 79 70. 364 7. 567 86. 15 58. 77

自然生态 87. 968 83. 455 77. 64 82. 821 7. 495 95. 64 67. 72

四、结果分析

(一)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条件组态分析之前,对单个条件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是有用的。 一致性是必要条件的重要衡

量指标,通常情况下,当一致性大于 0. 9 时,则认为该条件是造成结果的必要条件。 本文运用 QCA 方

法检验各单项前因变量对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必要性,必要性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数据显示所有前因

条件的一致性水平都小于 0. 9。 因此,不存在单个条件影响城市强人才吸引力和非强人才吸引力的必

要条件。
表 2　 QCA 方法单个条件的必要性检验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高城市人才吸引力 非高城市人才吸引力

经济发展 0. 878 0. 248

~经济发展 0. 250 0. 882

科技创新 0. 794 0. 253

~科技创新 0. 310 0. 853

生活环境 0. 771 0. 303

~生活环境 0. 323 0. 793

社会文化 0. 807 0. 298

~社会文化 0. 280 0. 791

自然生态 0. 505 0. 561

~自然生态 0. 566 0. 511

　 　 (二)组态分析

QCA 分析结果中存在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 3 种解。 对于既在简约解又在中间解中出现的条

件,将其定义为核心条件,将只在中间解中出现的条件定义为边缘条件[50] 。 本文利用 fsQCA3. 0 软件

分别分析导致高城市人才吸引力和非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生态组态,将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 8,PRI 一

致性阈值设置为 0. 7,案例频数阈值设置为 1,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751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1 期　 　 　

表 3　 在 fsQCA 中表现高、非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组态

条件变量
高城市人才吸引力 非高城市人才吸引力

R1 R2 R3 R4 NR1 NR2 NR3 NR4

经济发展 ● ● ● △ ○ ○ ○ ○
科技创新 ▲ ● ○ ○ ○
生活环境 ▲ ▲ △ △ △ △
社会文化 ▲ △ △ △ △
自然生态 △ ▲ △ ○ ● ● ●
一致性 0. 979 0. 851 0. 969 0. 936 0. 914 0. 984 0. 988 0. 989

原始覆盖度 0. 402 0. 456 0. 156 0. 127 0. 649 0. 312 0. 319 0. 344
唯一覆盖度 0. 173 0. 310 0. 017 0. 032 0. 369 0. 032 0. 039 0. 064

总体唯一性 0. 787 0. 926

总体覆盖度 0. 892 0. 784

　 　 　 　 注:●=核心条件存在;○=核心条件缺失;▲=边缘条件存在;△=边缘条件缺失

1. 产生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环境生态

QCA 分析结果中得到 4 条高城市人才吸引力路径(R1、R2、R3、R4)。 4 条路径的一致性分别为 0.
979、0. 969、0. 851、0. 936,表示出较高的一致性,说明均构成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充分条件。 总体解的

一致性为 0. 787,覆盖度为 0. 892,说明 4 种组态可以视为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充分条件组合。 下面详

细分析每一种影响城市人才吸引力的组态。
(1)经济主导下社会文化驱动型。 组态 R1 指出高水平经济发展生态为核心条件,补以高水平社

会文化生态和非高水平自然生态为边缘条件。 该组态表明自然生态不优的城市,如果经济发展和社会

文化生态处于高水平的情况下,科创生态和生活环境生态对城市强人才吸引力并不必须。 该路径的一

致性为 0. 979,唯一覆盖度为 0. 173,原始覆盖度为 0. 402,说明大约 40. 2%的城市人才吸引力提升案例

保留能够被该路径所解释,并且大约 17. 3%的城市人才吸引力提升案例仅能被该路径所解释。 处于这

类人才生态环境的典型城市有:北京、上海、天津、西安、重庆。 北京营商环境全国第一,高科技企业集

中,是北方区域经济的“龙头”;作为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人文沉淀,教育、文化和社会治

理领域优势明显。 上海作为产业吸引力和经济开放度“双料冠军”,是国家经济中心;且其作为第一批

全国文明城市、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和社会治理领域也具有相对优势。 天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出台了《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2019),加速释放减税降费红利,为经济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社会

保障全国排名第二,保障了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教育资源比较丰富。 西安作为

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城市,实现枢纽、门户、流动经济加快发展,推动民营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注重高

技术产业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具有代表性的远古人类起源

地,具有代表性的史前文化遗址,同时教育资源丰富。 重庆是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着力发展实

体经济,不断促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重社会保障和照顾民生,控制房价和提供公租房,文化开放

包容。
(2)经济主导下科创-生活-自然驱动型。 组态 R2 指出高水平经济生态为核心条件,补以高水平

科创生态、高水平生活生态和高水平自然生态为边缘条件。 该组态表明城市通过打造高水平经济生

态、高水平科创生态、高水平生活生态以及高水平自然生态,可以产生强城市人才吸引力。 该路径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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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为 0. 851,唯一覆盖度为 0. 310,原始覆盖度为 0. 456,说明大约 45. 6%的城市人才吸引力提升案例

能够被该路径所解释,并且大约 31%的城市人才吸引力提升案例仅能被该路径所解释。 处于这类人才

生态的典型城市有:深圳、杭州、广州、宁波、南京、厦门、成都、武汉和长沙。 这些城市人才生态环境总

体优势明显,经济发展迅速,科创、生活和自然生态良好,是典型的具有强人才吸引力的城市。 深圳和

杭州属于全面发展的城市。 经过 40 年的开放和创新发展,深圳已经建立系统的质量效率优势,发展质

量全国冠军。 并且深圳一直致力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创新先行区,
科创生态在国内保持绝对优势地位。 杭州科创活力和科创绩效更具优势,生活生态 5 个方面也均衡发

展。 2019 年,成都、宁波、南京、长沙被新华社评选为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之列,说明居民对这些城市有

认同感和归属感。 海洋对于净化空气,稀释水污染具有十分重要作用,濒海区位优势容易转化成自然

生态优势。 深圳、杭州、厦门、广州和宁波等城市属于沿海或湾区城市,自然生态优势明显。
(3)经济主导下生活驱动型。 组态 R3 指出高水平经济生态为核心条件,补以高水平生活生态、非

高水平科创生态和非高水平自然生态为边缘条件。 该组态表明科创生态和自然生态不优的城市,可以

通过打造高水平经济生态和高水平生活生态,以产生强城市人才吸引力,并且在此情况下,城市社会文

化生态对强人才吸引力的作用并不必须。 该路径的一致性为 0. 969,唯一覆盖度为 0. 017,原始覆盖度

为 0. 156,说明大约 15. 6%的城市人才吸引力提升案例能够被该路径所解释,并且大约 1. 7%的城市人

才吸引力提升案例仅能被该路径所解释。 处于这类人才生态环境的典型城市包括青岛和郑州。 青岛

市 2021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4
 

136. 46 亿元,全国排名 13 位;郑州市 2021 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2
 

691 亿,全国排名 16 位。 两座城市的生活生态都在全国排名前 15,说明青岛和郑州的生活环境位居

全国前列。 青岛位列“中国十大美好生活城市”榜单,市委发起“15 个攻势”部署要求,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攻势将集中突破一批重大项目,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完善以空港、海港为核心,以高速

铁路、高速公路、轨道交通为骨干,与城市交通系统紧密衔接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郑州地处中原,
是全国公、铁、航、信兼具的交通枢纽,还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4)科技主导型。 组态 R4 指出高水平科创生态、非高水平自然生态为核心条件,补以非高水平经

济生态、非高水平生活生态和非高水平社会文化生态为边缘条件。 该组态表明即使经济生态水平不

高,且生活生态、社会文化生态以及自然生态均处于低水平的城市,导致发展受到较大约束,但是在此

种情况下,城市仍然可以通过优化科创生态以产生强人才吸引力。 该路径的一致性为 0. 936,唯一覆盖

度为 0. 032,原始覆盖度为 0. 127,说明大约 12. 7%的城市人才吸引力提升案例能够被该路径所解释,并
且大约 3. 2%的城市人才吸引力提升案例仅能被该路径所解释。 处于这类人才生态的典型城市有合肥

和济南。 合肥 2016 年才被正式纳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并被定位为副中心城市。 在中科

大的带动下,许多国家级研究中心和重大科学装置落户合肥,从而使得合肥科创能力非常突出;合肥政

府的产业政策瞄准科创前沿,在显示技术、新能源汽车、储存芯片等领域形成了竞争优势。 可以说,合
肥把握住了创新驱动时代城市发展的有效途径,从而创造了近十多年的异军突起辉煌成就。 济南将实

现“强省会”战略的突破口放在科创之上,通过打造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龙头,来推动全市的高质量发

展。 济南市通过实施《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2017)、《关于

加快“科创济南”建设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政策措施》(2021)等政策,不断释放科创潜力,高
新技术企业数量和产值均逐年升高。

2. 产生非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环境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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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也检验了产生非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人才环境生态,发现了 4 个组态产生非高城市人才吸引

力。 首先,组态 NR1 表示,无论城市自然生态如何,在缺乏高水平经济生态、高水平科创生态、高水平

生活生态和高水平社会文化生态的情况下,城市人才吸引力也不会强。 其次,组态 NR2 表示,在缺乏

高水平经济生态、高水平生活生态和高水平社会文化生态的环境中,即便有高水平自然生态,城市人才

吸引力也不会强。 再次,组态 NR3 表示,在缺乏高水平经济生态、高水平科创生态和高水平社会文化

生态的环境下,即便有高水平自然生态,城市人才吸引力也不会强。 最后,组态 NR4 表示,在缺乏高水

平经济生态、高水平科创生态和高水平生活生态的环境中,即便有高水平自然生态,城市人才吸引力也

不会强。 本文发现组态 NR1、NR2、NR3、NR4 都呈现出经济与人才依存的特征,即经济生态处于非高

水平,在科创生态、生活生态、社会文化生态配套不足的情况下,无论自然生态如何,都导致了非高人才

吸引力。
(三)稳健性检验

参考已有 QCA 相关研究,对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前因组态分析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 本

文将 PRI 一致性从 0. 70 提高至 0. 75,产生的组态结论基本一致,且解的一致性与覆盖度水平高于原

解,表明组态结论稳健。

五、结论、讨论与不足

(一)结论

本文立足城市人才生态,结合城市人才吸引力影响因素模型,采用 QCA 方法以 32 个城市为研究

样本案例,从组态视角探究了人才生态中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活环境、社会文化和自然生态 5 个要

素对城市人才吸引力的联动影响,探索提升城市人才吸引力的有效路径。
研究结论有三:(1)单个人才生态要素并不构成产生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必要条件,但优化城市

科技创新生态对提升人才吸引力有较为普适的作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

一动力,将科技创新摆在产业发展的核心位置,聚焦产业转型与升级可以吸引更多人才。 (2)存在 4 条

人才生态路径组合可以产生高城市人才吸引力。 这 4 种人才生态组合体现了不同城市人才吸引力的

多重实现方式。 这说明政策制定者可以根据所在城市的人才生态现状,对比实现高城市人才吸引力 4
条路径中具有相近人才生态的城市,深入研究每条路径的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夯实主导逻辑,优化辅

助逻辑,切实提升本市人才吸引力;也可以确立模仿标杆城市的组态路径,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优化

生态提升人才吸引力。 (3)导致非高城市人才吸引力有 4 条组态路径,一方面,4 条路径均包含非高经

济发展生态,反映出经济要素对提升人才吸引力具有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在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下,不重视城市的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忽视人才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需求,也不能提高城市对人才

的吸引力。
(二)讨论

第一,基于组态视角,分析城市人才生态要素间耦合的组态效应对人才吸引力的影响,得到两个方

面的理论启示:(1)人才生态的影响因素对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具体影响呈组态化。 城市的人才吸引力

影响因素包括经济、科创、生活、社会文化、自然五个方面,但这些影响因素如何对具体城市产生吸引

力,应该如何借鉴高人才吸引力城市的经验,这是重要的学术问题。 QCA 分析结论显示,不存在单个

条件影响城市强人才吸引力和非强人才吸引力的必要条件;同时,还得到了 4 条高城市人才吸引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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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和 4 条非高城市人才吸引力路径。 这些研究发现对城市人才生态建设开展组态化研究具有积极意

义。 (2)将 QCA 分析方法与改革政策实践演化分析结合,有利于为更精准提升人才吸引力提供理论参

考。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城市人才生态建设是一系列人才政策叠加影响的结果。 QCA 分析方

法主要是为发现人才发挥作用的具体路径提供了工具和方法,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某

种工具发现的规律只有得到实践的支持才能说是有效的。 本文梳理通过 4 条高城市人才吸引力路径

的典型城市的具体做法,一方面可以检验四条路径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为更加精准地理解各城市提

升人才吸引力的做法提供了参考。
第二,如何提升人才生态政策的精准程度成为各个城市管理当局施政的痛点。 本研究为各城市人

才政策提供两方面的管理启示:(1)本研究有利于各城市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更加精准地优化本市的

人才生态。 五类影响因素呈组态化地影响各市的人才生态,并具体呈现出组态 R1、R2、R3 和 R4 四种

高人才吸引力的路径。 城市人才生态较高的城市可以根据组态结构不断优化自身人才生态,而追赶型

的城市则可以根据自身资源禀赋选择合适的路径实施标杆超越。 组态 R1、R3 也显示在城市自然生态

环境欠佳的情况下,重视经济水平与生活环境或社会文化协同发展,也可以有效提升城市对人才的吸

引力。 组态 R2 显示,城市经济水平与自然生态协同发展,城市科技创新生态加持,在与生活环境良性

耦合的情况下,城市也能对人才产生高吸引力。 组态 R4 显示,在其他人才生态要素受限的情况下,政
府着力建设城市科技创新生态也能产生高城市人才吸引力。 (2)经济因素仍然是影响城市人才吸引

力的核心因素。 组态 R1、R2、R3 的主导因素都是经济生态,组态 R4 的科创生态最后也会促进经济转

型升级。 而四种非高人才吸引力的组态,每条路径都缺乏高水平经济生态。 本研究的结果也印证了

“人随产业走”的基本结论。 因此,各地在重视人才生态各种要素之间协同发展的同时,仍需要重视经

济生态在提升人才吸引力中的基础性作用,即要求在夯实基础的情况下再去打造多重因素组合模式。
 

(三)不足

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值得未来进一步加深研究。 首先,限于城市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仅对 32 个

人才吸引力较强的城市进行了研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论的可推广性,未来可通过对其他城市数据

的不断累积,进一步扩大分析样本。 其次,本研究主要针对我国部分城市进行城市人才吸引力提升路

径研究,未对某个城市进行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分析,后续研究可以将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深入

研究城市人才生态现状对人才吸引力的影响,印证本文研究结论可信度的同时,为其他城市提升人才

吸引力提供更有针对性和更具操作性的路径选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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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have
 

been
 

deeply
 

involved
 

in
 

the
 

strategy
 

of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for
 

a
 

long
 

time 
 

and
 

have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he
 

talent
 

support
 

for
 

modernization.
 

Cities
 

are
 

depressions 
 

where
 

talents
 

gather
 

and
 

highlands 
 

wher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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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used.
 

The
 

study
 

of
 

urban
 

talent
 

strategy
 

is
 

conducive
 

to
 

a
 

glimpse
 

of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talent
 

strategy.
 

At
 

the
 

same
 

time 
 

talents
 

are
 

the
 

value
 

source
 

of
 

urban
 

creativity
 

and
 

an
 

important
 

symbol
 

of
 

urban
 

attraction.
 

Party
 

committees
 

and
 

governments
 

across
 

the
 

country
 

usually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alent
 

strategies
 

in
 

their
 

own
 

regions 
 

and
 

many
 

cities
 

have
 

achieve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alent
 

competition.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iss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urban
 

talent
 

attraction
 

and
 

scientifically
 

answer
 

why
 

each
 

city
 

has
 

talent
 

attrac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alent
 

attraction
 

in
 

China s
 

cities
 

is
 

not
 

deep
 

enough 
 

and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induction
 

and
 

summary
 

of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urban
 

talent
 

strateg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basic
 

mode
 

of
 

optimizing
 

urban
 

talent
 

ecology
 

to
 

enhance
 

talent
 

attraction 
 

fsQCA
 

 fuzzy
 

sets
 

QCA  
 

is
 

used
 

to
 

explore
 

and
 

study
 

32
 

citie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igurat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lent
 

ecology
 

and
 

talent
 

attraction 
 

and
 

explore
 

the
 

path
 

selection
 

scheme
 

to
 

enhance
 

the
 

city s
 

talent
 

attrac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1  
 

A
 

single
 

element
 

of
 

talent
 

ecology
 

does
 

not
 

constitut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
 

high
 

city  s
 

talent
 

attraction 
 

but
 

optimiz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cology
 

has
 

a
 

more
 

general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city s
 

talent
 

attraction.
 

 2  
 

There
 

are
 

four
 

configuration
 

paths
 

for
 

different
 

tal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to
 

produce
 

high
 

urban
 

talent
 

attraction 
 

namely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driven
 

type
 

under
 

the
 

economic
 

leadership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life-nature
 

driven
 

type
 

under
 

the
 

economic
 

leadership 
 

the
 

life-driven
 

type
 

under
 

the
 

economic
 

leadership 
 

and
 

the
 

technology-driven
 

type.
 

Through
 

a
 

brief
 

review
 

of
 

talent
 

policies
 

and
 

relevant
 

factor
 

endowments
 

in
 

each
 

c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practice
 

of
 

talent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each
 

city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four
 

configuration
 

paths 
 

that
 

is 
 

a
 

mutually
 

corroborating
 

relationship
 

has
 

been
 

formed.
 

In
 

addition 
 

there
 

are
 

also
 

two
 

types
 

of
 

talent
 

ecological
 

configurations
 

in
 

cities
 

that
 

are
 

not
 

highly
 

attractive
 

to
 

talents.
 

One
 

is
 

that
 

all
 

elements
 

of
 

the
 

urban
 

talent
 

ecology
 

are
 

in
 

a
 

non
 

high
 

level.
 

The
 

other
 

is
 

that
 

under
 

a
 

good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ities
 

do
 

not
 

attach
 

importanc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gnor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needs
 

of
 

talents 
 

and
 

cannot
 

improve
 

the
 

attractiveness
 

of
 

cities
 

to
 

talents.
 

In
 

general 
 

the
 

induction
 

and
 

summary
 

of
 

urban
 

talent
 

ecological
 

configuration
 

path
 

show
 

that
 

there
 

are
 

many
 

common
 

laws
 

to
 

follow
 

in
 

the
 

realization
 

of
 

urban
 

talent
 

attraction 
 

which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cities
 

to
 

precisely
 

optimize
 

talent
 

ecology
 

based
 

on
 

their
 

own
 

resource
 

endowments
 

to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to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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