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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效果研究 

郭　鲁，关　健

（中南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３）

［摘　要］湖南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具有引进渠道和形式多样化、引进的人才进入到各个行业之中和来自海外多个国家等
特点，但引进的综合效果评价不是很高。政府应进一步做好政策导向工作，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创造较好的人才工作生活

环境，开拓多种渠道去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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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各项事业的蓬

勃发展为各方面优秀人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空间和广阔舞台，同样也对人才的需求数量和层次

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湖南省为例：当前湖南省现代

制造业基地正加快建设，现代服务业正在迅速崛

起，而高层次人才供不应求的矛盾日益突出。据推

算，未来五年，湖南省海外高层次人才缺口将达１００

名以上［１］。湖南省会长沙自２００９年起由长沙市政

府牵头开展了人才引进计划，芙蓉区更是由区政府

名义开展了“２３５”计划，在５年内逐步加大人才引

进的力度，争取人才广泛地分布在各个岗位，从机

关到基层，发挥自己的作用。对于引进的硕士和博

士，每年分别给予 １万、１０万的安家费，连续 ３

年［２］。近年来，湖南省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

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富民强省为中

心，以提升湖南省竞争力为战略目标，紧紧围绕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展开部署，制订了一系列的方

针、政策和规划，不断创新机制，大力引进国外技

术，多渠道、宽领域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稀缺人

才，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是，与建设创新型国

家对各类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相比，湖南省人才

引进工作还得继续加强，特别是要引进一批国际一

５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１－２１
作者简介：郭　鲁（１９７９－），男，湖南益阳人，湖南工业大学讲师，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代管理理论与实

践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３期（总第９８期）

流的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因此，研究其他

国家科学管理经验，学习国外成熟人才引进模式，

对于增强湖南省的综合竞争实力，加强科学技术革

新和创新，发展高科技产业，建设一支富有创新创

业能力的高层次、高素质人才队伍，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战略意义。

　　一　工作特点

（一）引进渠道和形式多样化

积极做好引进境外专家是我省引智工作的重

中之重，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聘用境外专家。

从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境外来湘工作专家聘用方式看，

以合同聘请、工程承包、其他方式聘请的境外专

家呈上升趋势，项目技术服务方式聘请的境外专

家呈下降趋势［３］，表明湖南对境外专家的聘用方式

越来越规范，对境外专家的管理与服务工作越来越

完善（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境外来湘工作专家聘用方式及人数

从境外专家入境持签证情况看，２００１年到
２０１１年境外来湖南工作专家总人数从１４８８人增加
到４４８５人，十年时间增长了两倍。在来湘签证情

况中，其中访问签证人数增加了２６０％，而同期工
作签证人数仅增加了１３０％，总体来看，每年持工
作签证的专家人数逐年增多，持访问签证的专家

人数逐年减少，持其他签证的专家人数所占比例

最少。

（二）引进的人才进入到各个行业之中

引进境外专家，最初几年是在传统行业，而且

人数不多，大多数集中在制造业。２０００年湖南省引

进境外专家大部分是经济技术管理类的专家，教科

文卫类、节能环保、电子信息、生物技术与新医药、

新材料的高新技术产业及新兴学科的科技创新产

业无人问津。２００１年引智工作部门根据湖南省的

特点，加大引智工作力度，特别是近几年湖南的引

智工作部门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加快“三化一基”

进程的战略部署，引智结构不断优化，服务领域不

断拓宽，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的层次不断提高，方

式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明确，为湖南省机械制造、

有色冶炼、生物医药、环保能源、软件信息、粮油林

纸等优势产业提供国外智力支持，引进了一批经验

丰富的境外专家。到２００９年，经济技术管理类专

家已达２４６８人次，各行各业都留下了境外专家的

身影。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经济管理类专家人数有所下

降，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教育业引进境外专家速度

发展很快，２００１年只有 ３８５人次，２０１１年已达 ３

３０８人次，增加２９２３人次，增长７．５９倍［４］。

（三）引进的人才来自海外多个国家

湖南省引智工作坚持以人为本，把对境外专家

的服务和管理放到重要的位置，创造一个与国际接

轨、公开透明的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环境，使越来

越多的境外专家来到湖南工作，其国别结构也发生

了很大变化。据统计：２０００年来湘工作的境外专家

为１６４１人次，其中港澳台专家为７１０人次，占专家

总数 ４３．３％，外国专家 ９３１人次，占专家总数

５６．７％。外国专家中日本人居多，美国、英国、德国

等发达国家的专家仅有几十人次。但以后港澳台

专家人数逐年下降，外国专家人数逐年上升，到

２０１０年外国专家已达到４１６４人次，占专家总数的

９４．０％，港澳台专家为 ２６５人次，占专家总数的

６．０％。其中美国专家人数增长速度最快，达到９０７

人次，比２０００年的５４人次增加８５３人次，增长１５．８

倍［５］。德国、英国、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专家人数

增长速度也较快。现在来湘工作的境外专家遍及

三湘四水，据调查，聘请美国专家较多的是教育部

门，受聘单位普遍反映他们人性化的教育方法及丰

富的教学经验深受学生喜爱，敬业精神强，工作

态度好。

　　二　效果评价

由于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效果是一个模糊

概念，因此本研究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来分析湖

南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效果。考虑到层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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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确定权重的合理性，文章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

各指标权重，再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展开各级指

标综合效果评价。

（一）各级指标权重确定

发放调查问卷 １００份给湖南省有关高校、企

业、政府及其他事业单位和科研机构从事人事管理

工作的负责人，请他们打分，然后将获得的原始数

据运用层次分析法，通过计算机技术处理，从而得

出湖南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效果评价指标体

系中的每一项具体指标的权重值（见表１）。

表１　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各个具体指标的权重

准则层 权重数 一级指标 权重数 二级指标 权重数

高校海外

高层次

人才引进

０．４

教学效果评价

承担科学研究课题

０．４

０．３

学生掌握知识主动性较好 ０．４

学生熟练掌握专业知识 ０．３

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 ０．３

发表的论文质量较高 ０．２

出版专著 ０．３

参与国家重大课题研究 ０．５

参加国际重大研讨会 ０．６

企业海外

高层次

人才引进

０．３

企业产品开发

企业竞争力

企业新市场开辟

工作效果

管理效果

０．３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１

开发新产品 ０．３

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０．３

为企业开辟新的国际市场 ０．４

具有较好工作方法 ０．４

较好完成工作任务 ０．２

促进企业经营利润提高 ０．４

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效率 ０．７

为企业发展提供新管理方法 ０．３

政府及事业单位

海外高层次

人才引进

０．１

政府及事业单位改革 ０．４ 促进政府及事业单位改革 ０．３

社会治理 ０．３ 提出新的社会治理方法和理念 ０．５

环境保护 ０．３ 提出新的环境治理方法 ０．４

科研机构

海外高层次

人才引进

０．２

发明专利

科研技术

科研水平

０．６

０．１

０．３

发明一系列专利 ０．７

获得重大科研奖励 ０．３

技术上有新的创新和突破 ０．５

促进专利成果转化 ０．５

促进科学研究水平提高 ０．２

　　将三级指标的评语集设为 Ｙ ＝｛效果很好、效

果比较好、不是特别好、效果不好｝，各个高校、企

业、政府及其他事业单位和科研机构的人事主管对

三级指标的评分情况如表２－表５所示：

表２　高校人事主管对三级指标的评分情况 单位：％　　　

第二层 第三层 很好 比较好 不太好 不好

教学效果评价

学生掌握知识的主动性较好 ５０ ３０ １０ １０

学生熟练掌握专业知识 ４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 ２０ ４０ ２０ ２０

承担科学研究课题

发表的论文质量较高 ５０ ３０ １０ １０

出版专著 ４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参与国家重大课题研究 ２０ ５０ ２０ １０

国际学术交流
参加国际重大研讨会 ５０ ３０ ２０ ０

出国讲学 ３０ ４０ ２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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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企业人事主管对三级指标的评分情况 单位：％　　　

第二层 第三层 很好 比较好 不太好 不好

企业产品开发

企业竞争力

企业新市场开辟

开发新产品 ５０ ３０ １０ １０

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４０ ４０ ２０ ０

为企业开辟新的国际市场 ３０ ５０ １０ １０

工作效果

具有较好的工作方法 ２０ ４０ ２０ ２０

较好的完成了工作任务 ３０ ４０ ２０ １０

促进企业经营利润提高 ３０ ４０ １０ ２０

管理效果
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效率 ２０ ３０ ３０ ２０

为企业展提供新的管理方法 ３０ ３０ ２０ ２０

表４　政府及其他事业单位人事主管对三级指标的评分情况 单位：％　　　

第二层 第三层 很好 比较好 不太好 不好

政府及事业单位改革 促进政府及事业单位改革 ３０ ４０ ２０ １０

社会治理 提出新的社会治理方法和理念 ２０ ３０ ３０ ２０

环境保护 提出新的环境治理方法 ３０ ４０ ２０ １０

表５　科研机构人事主管对三级指标的评分情况 单位：％　　　

第二层 第三层 很好 比较好 不太好 不好

发明专利
获得专利 ３０ ４０ ２０ １０

获得重大科研奖励 ３０ ３０ ２０ ２０

科研技术
新的技术创新和突破 ２０ ４０ ３０ １０

促进专利成果转化 ３０ ４０ ２０ １０

科研水平 促进科学研究水平提高 ３０ ３０ ２０ ２０

　　（二）二级评价指标的单层综合评判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权重以及各

个单位人事主管的打分情况，采用模糊评价计算方

法，可以得到各个指标的评价结果，具体如下所示：

二级子因素集“学生培养”上各因素综合评价

结果为：

算子为Ｍ（·，⊙）
Ｂ＝Ａ○Ｒ＝

（０．４，０．３，０．３）○

０．５０．３０．１０．１

０．４０．２０．２０．２








０．２０．４０．２０．２

＝

（０．３８，０．３，０．１６，０．１６）
二级子因素集“研究课题”上各因素综合评价

结果为：

Ｂ＝Ａ○Ｒ＝

（０．２，０．３，０．５）○

０．５０．３０．１０．１

０．４０．３０．２０．１








０．２０．５０．２０．１

＝

（０．３２，０．４，０．１８，０．１）

二级子因素集“国际交流”上各因素综合评价

结果为：

Ｂ＝Ａ○Ｒ＝（０．６，０．４）○
０．５０．３０．２０( )０．３０．４０．２０．１

＝

（０．４２，０．３４，０．２，０．０４）
二级子因素集“企业产品开发”上各因素综合

评价结果为：

Ｂ＝Ａ○Ｒ＝（０．５，０．３，０．１，０．１）
二级子因素集“企业竞争力”上各因素综合评

价结果为：

Ｂ＝Ａ○Ｒ＝（０．４，０．４，０．２，０）

二级子因素集“企业新的市场开辟”上各因素

综合评价结果为：

Ｂ＝Ａ○Ｒ＝（０．３，０．５，０．１，０．１）
二级子因素集“工作效果”上各因素综合评价

结果为：

Ｂ＝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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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０．２，０．４）○

０．２０．４０．２０．２

０．３０．４０．２０．１








０．３０．４０．１０．２

＝

（０．２６，０．４，０．１６，０．１８）

二级子因素集“管理效果”上各因素综合评价

结果为：

Ｂ＝Ａ○Ｒ＝（０．７，０．３）○
０．２０．３０．３０．２( )０．３０．３０．２０．２

＝

（０．２３，０．３，０．２７，０．２）

二级子因素集“政府及事业单位改革”上各因

素综合评价结果为：

Ｂ＝Ａ○Ｒ＝（０．３，０．４，０．２，０．１）

二级子因素集“社会治理”上各因素综合评价

结果为：

Ｂ＝Ａ○Ｒ＝（０．２，０．３，０．３，０．２）

二级子因素集“环境保护”上各因素综合评价

结果为：

Ｂ＝Ａ○Ｒ＝（０．３，０．４，０．２，０．１）

二级子因素集“发明专利”上各因素综合评价

结果为：

Ｂ＝Ａ○Ｒ＝（０．７，０．３）○
０．３０．４０．２０．１( )０．３０．３０．２０．２

＝

（０．３，０．３７，０．２，０．１３）

二级子因素集“科研技术”上各因素综合评价

结果为：

Ｂ＝Ａ○Ｒ＝（０．５，０．５）○
０．２０．４０．３０．１( )０．３０．４０．２０．１

＝

（０．２５，０．４，０．２５，０．１）

二级子因素集“科研水平”上各因素综合评价

结果：

Ｂ＝Ａ○Ｒ＝（０．３，０．３，０．２，０．２）

（三）一级评价指标的单层综合评判

根据上述二级指标体系的评价结果，同样采用

模糊评价计算方法，可以得到一级指标的评价结

果，具体如下所示：

一级子因素集“高校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上

各因素综合评价结果为：

算子为Ｍ（·，⊙）

Ｂ＝Ａ○Ｒ＝

（０．４，０．３，０．３）○

０．３８，０．３０，０．１６，０．１６

０．３２，０．４０，０．１８，０．１０

０．４２，０．３４，０．２０，









０．０４

＝

（０．３７４，０．３４２，０．１７８，０．１０６）

一级子因素集“企业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上

各因素综合评价结果为：

Ｂ＝Ａ○Ｒ＝（０．３，０．２，０．２，０．２，０．１）○

０．５０，０．３０，０．１０，０．１０

０．４０，０．４０，０．２０，０．６０

０．３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１０

０．２６，０．４０，０．１６，０．１８

０．２３，０．３０，０．２７，















０．２０

＝

（０．３６５，０．３８，０．１４９，０．１０６）

一级子因素集“政府及其也事业单位海外高层

次人才引进”上各因素综合评价结果为：

Ｂ＝Ａ○Ｒ＝

（０．４，０．３，０．３）○

０．３，０．４，０．２，０．１

０．２，０．３，０．３，０．２

０．３，０．４，０．２，









０．１

＝

（０．２７，０．３７，０．２３，０．１３）

一级子因素集“科研机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

进”上各因素综合评价结果为：

Ｂ＝Ａ○Ｒ＝

（０．６，０．１，０．３）○

０．３０，０．３７，０．２０，０．１３

０．２５，０．４０，０．２５，０．１０

０．３０，０．３０，０．２０，









０．２０

＝

（０．２９５，０．３５２，０．２０５，０．１４８）

（四）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评价结果，可以得知湖南省海外高层

次人才引进的如下效果：

１．湖南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效果，全省

在高校、企业、政府及其他事业单位和科研机构从

事人事主管工作的负责人认为：ａ．“效果很好”的比

例为３４．５１％；ｂ．“效果比较好”的比例为３５．８２％；

ｃ．“效果不太好”的比例为１７．９９％；ｄ．“效果不好”

的比例为１１．６８％。

２．通过对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计算，可以

得到全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在各个工作领域的如下

引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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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高校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效果：ａ．“效果

很好”的比例为３７．４０％；ｂ．“效果比较好”的比例

为３４．２０％；ｃ．“效果不太好”的比例为１７．８０％；ｄ．

“效果不好”的比例为１０．６０％。

（２）企业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效果：ａ．“效果

很好”的比例为３６．５０％；ｂ．“效果比较好”的比例

为３８．００％；ｃ．“效果不太好”的比例为１４．９０％；ｄ．

“效果不好”的比例为１０．６０％。

（３）政府及其他事业单位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

效果：ａ．“效果很好”的比例为２７．００％；ｂ．“效果比

较好”的比例为３７．００％；ｃ．“效果不太好”的比例

为 ２３．００％；ｄ．“效果不好”的比例为 １３．００％。

（４）科研机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效果：ａ．

“效果很好”的比例为２９．５０％；ｂ．“效果比较好”的

比例为 ３５．２０％；ｃ．“效果不太好”的比例为 ２０．

５０％；ｄ．“效果不好”的比例为１４．８０％。

　　三　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湖南省海外人才引进

的综合效果评价不是很高，这进一步证明了前述提

到的湖南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仍存在优惠政策欠

缺、沟通渠道不畅、工作环境亟待改善、供需不均衡

等问题产生了不良后果。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对现

有湖南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体系进行相应完善，

也要对现有的人才引进政策进行改良。

（一）政府应在客观上进一步做好政策导向

工作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对于富民强省具有

很高的战略意义。结合前述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企

业在高层次人才引进方面的效果评价较高。因为

企业本身存在的目的和动机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

其获利的冲动自然会需要引入海外高层次人才，这

类群体能带来企业创新能力提高和直接的经济效

益，因此其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愿望比较强烈。而相

对来讲，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带有更多行

政色彩，故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积极性不如企

业。社会治理、高校科研等由于投入时间长、见效

慢的特点，导致了这些领域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

效果评价不高。但是政府应在客观上进一步做好

政策导向工作，尤其是要通过好的海外高层次人才

引进政策，去吸引人才，用好人才。

（二）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

世界高科技工业园的创新体系一般包含四个

要素：“大学和科研机构是区域创新体系的创新源，

是知识发现、传播的主体；企业是创新主体；政府在

创新体系中起着资源调配、引导和扶持作用；中介

机构是主要结合点和联系管道。”纵观英美法日等

国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战略，它们均把高等教育的发

展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国内北京、深圳、上海、苏

州、杭州等人才高地建设，无不依托众多高校作为

人力资源后盾。湖南现有中南大学、湖南大学两所

国家“９８５”重点高校，国防科技大学、湖南师范大

学、长沙理工大学、湘潭大学四所国家重点高等院

校，此外还有长沙矿冶研究院等一批国家重点科研

院所和实验室，未来应进一步加大对这些海外高层

次人才载体的建设投入和支持力度。同时应大力

发挥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重点

园区和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国际性大企业对海外

高层次人才的承载作用。

鼓励建立政府指导下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

导向、多种形式的产学研战略联盟，通过共建科技

研发平台、开展合作教育、共同实施重大项目等方

式，大力引进和培养高层次人才与创新团队。实行

“人才＋项目”的引进和培养模式，积极有序地设立

专家工作站，吸引各类人才团队创业创新，促进项

目落地。建立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高层次人

才双向交流任职、兼职制度，制定推进高等学校、科

研院所、企业合作培养人才的激励政策。大力实施

项目带动战略，以项目引人才，以人才促项目。借

助各类贸易洽谈会、成果交易会、博览会等平台，开

展与知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促进海

外高层次人才与项目的有机融合，实现项目、技术、

资本、人才的有效对接。

（三）创造良好的人才工作环境

齐全的研究设备是专业技术人才从事科学研

究的前提和基础，对科学技术的创新起至关重要的

作用。湖南省政府应该出资购买必需的研究设备，

或建立科研设备共享机制，对重点扶植的企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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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技术支持。健全数据库查询系统，鼓励举办

各类学术讲座和进行技术交流，为海外高层次人才

提供良好的科技环境。

同时要加快企业科技创新建设，积极发挥政府

引导作用，加快国际科技园、中新科技城、生物纳米

园、创意产业园等载体建设。加快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的建设，明确今后的建设内容和定位。加快在新

产业、新技术上的突破，打造自主创新的创新创业

氛围。充分发挥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在集成使用政

府行政资源、降低企业运行成本等方面的作用，营

造专业化、便利化、国际化的科研服务环境。

（四）开拓多种渠道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根据人才需求目标，拓宽政策宣传渠道，有针

对性地引进海外专门人才。改变以往以面为主的

宣传思路，结合湖南省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对科技

人才的需求，采用点对点的宣传模式，选择专门的

学术论坛、学术期刊杂志进行宣传，突出重点，广泛

布局，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力求获得最大的宣传

效果。同时与具有海外联系广泛、资源丰富、网络

健全等优势的海外学术团体、专业或行业协会、华

人组织、留学生组织等机构建立联系，通过这类海

外机构的成熟平台宣传湖南省经济发展的动态，发

布需求信息，牵桥搭线，引进急需人才；将引进创新

型项目的重点放眼于世界一流大学，或到国际排名

数一数二的重点学科领域，去引进科研和技术攻关

的人才，全方位开拓引进渠道，力争引进一批高水

平的学术大师和科学家。同时区别以往的单独引

进核心人才模式，可采用海外高层次人才团队引

进，整体引进成熟的科研团队去攻克技术难题，创

办高科技企业，确保引进的人才能够较快地投入到

生产研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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