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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Specials

仔细分析本轮人才竞争，各城市虽然目标均在抢夺人才，

增加本地人才储备，但各城市根据自身的发展实际，所

瞄准的目标人才群体、制定的人才标准、提供的待遇标准等方

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果把各城市人才结构看成是一个金字

塔，则本轮人才竞争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塔尖 ：对领军人才的争夺，主要以各类人才称号为人才标准

领军人才是各领域最杰出的人才，是人才金字塔的塔尖部

分。引进领军人才具有见效快、影响大的特点，对各类领军人

才的争夺实际上已延续很长时间，在这轮人才争夺战中，各城

市所指向的领军人才大体上有两类 ：

一类是科技领军人才。如北京市规定，“千人计划”和“海

聚工程”的中国籍入选专家，“万人计划”、“高创计划”、中关

村“高聚工程”的入选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国家

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及

以上奖项的主要获奖人，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及以上奖项的

主要获奖人等，可通过“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引进手续。深圳

市规定，两院院士和杰出人才，奖励补贴标准为 600 万元 ；国

家级领军人才和 A 类人才，奖励补贴标准为 300 万元 ；地方级

领军人才和 B 类人才，奖励补贴标准为 200 万元 ；后备级人才

和 C 类人才，奖励补贴标准为 160 万元。

另一类是产业领军人才。如长沙提出实施高精尖人才领跑

工程。未来五年，围绕优势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重

点引进培养 10 名国际顶尖人才、50 名国家级产业领军人才、

200 名省市级产业领军人才。对上述新引进培育的三类领军人

才，分别给予 200 万元、150 万元、100 万元奖励补贴，同时

分别按 200、150、100 平方米标准以区域同期市场均价给予

全额购房补贴。成都提出，紧扣产业链短板，5 年内引进和培

育 100 个顶尖创新创业团队和 1000 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国际顶尖人才（团队）来蓉创新创业的，

给予最高 1 亿元的综合资助；对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万

人计划”专家等来蓉创新创业或作出重大贡献的本土创新型企

业家、科技人才，给予最高 300 万元的资金资助。南京、济南

等市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将领军人才划分为不同类别，并出

台了相应的待遇标准。

塔身 ：对紧缺人才的争夺，主要以产业、职业和技术等级为人才

标准

对紧缺人才的争夺，实际上是要补齐人才金字塔塔身存在

的缺陷，使人才结构更为完善。从人才金字塔来看，引进紧缺

人才主要是为了修补、巩固塔身，使塔型更为完美、塔身更为

稳固。

紧缺人才与本地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因此，确定紧缺人

才的标准一般也是从产业、职业的角度同时辅以技术等级等标

准加以确定。如沈阳发布的 2018 年紧缺急需人才目录显示，

先进装备制造和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汽车产业、航空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医药化工产业、金融商贸物流业、

现代建筑业、新材料新能源及节能环保产业、现代农业和教育

管理法律业等 10 个产业类别属于紧缺急需人才的产业 ；并规

定按《沈阳市紧缺急需人才需求目录》对培养引进的人才开展

择优奖励补贴，根据人才层次和薪酬水平等，将奖励补贴对象

分为 A、B、C 三个类别，分别给予 50 万元、30 万元、15 万

元资助。长沙市规定，实施紧缺急需人才集聚工程。未来五年，

围绕打造国家智能制造中心、国家创新创意中心、国家交通物

流中心，重点在智能制造、文化创意、现代服务、社会民生等

领域，引进培育 2000 名高层次紧缺急需人才 ；定期发布长沙

【摘要】各城市之间的人才争夺由来已久，原来的争夺主要集中在塔尖的人才，从本轮人才竞争看，已经表
现出从塔尖向塔基扩展的趋势。人才争夺目标群体从塔尖向塔基拓展，是人口结构变化和城市竞争的必然。
各城市的发展阶段、经济实力、区位与功能定位等要素，决定了各城市在人才竞争格局中处于不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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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紧缺急需人才需求目录，对入选市级高层次紧缺急需人才的，

根据人才类别分别给予 50 万元、30 万元、15 万元奖励补贴。

北京市则提出，通过多种方式不拘一格地为本市行政区域内各

类创新主体引进紧缺急需人才，加大科技创新人才及科技创新

服务人才、文化创意人才、体育人才、金融人才、教育人才、

科学研究和医疗卫生健康等专业人才、高技能人才等的引进力

度，同时对各类人才的资格条件进行了明确限定。

塔基 ：对青年人才的争夺，主要以学历为人才标准

青年人才是人才金字塔的基础，在以往的人才竞争中，领

军人才和紧缺人才受到了较多的关注，而青年人才则相对被忽

视。本轮人才竞争的一大特点就是，一些城市在长期人才竞争

中也认识到青年人才的重要性，加强了对青年人才的争夺。

对青年人才的争夺，基本上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主要目标人

群，以学历作为划分人才的标准。早期的青年人才争夺，除了

根据学历确定标准外，一般还会附加就业、缴纳社会保险、合

法稳定住所等限制性条件。如被认为打响本轮“人才争夺战”

第一枪的武汉市，提出了大力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

计划”，力图实现 5 年留住 100 万大学生的目标。而一些跟进

的城市如长沙、南京、西安、郑州、石家庄、南昌等，则出台

了大学生“零门槛”落户政策，将青年人才竞争推向高潮。如

长沙提出了实施青年人才筑梦工程，未来五年吸引储备 100 万

名青年人才在长沙就业创业；实行高校毕业生“零门槛”

落户，推行“先落户后就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高校

毕业生凭户口本、身份证、毕业证即可办理落户手续。

除了在落户方面实现“零门槛”，一些城市还对这些人

才实施购房补贴。如郑州对符合条件的博士、硕士和

“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本科毕业生，在郑州首次购房分

别给予 10 万元、5 万元、2 万元购房补贴。

人才争夺的目标群体表现出从塔尖向塔基扩展的趋势

各城市之间的人才争夺由来已久，原来的争夺主

要集中在塔尖的人才，从本轮人才竞争看，已经表现

出从塔尖向塔基扩展的趋势。打响本轮“人才争夺战”

第一枪的武汉，首先将主要关注点投向了大学生群体，

随后跟进的城市则一步步降低落户门槛，从有门槛过

渡到“零门槛”，从毕业生拓展到在校生，目标人才群

体迅速扩大。

人才争夺目标群体从塔尖向塔基拓展，是人口结构变化和

城市竞争的必然。各城市的发展阶段、经济实力、区位与功能

定位等要素，决定了各城市在人才竞争格局中处于不同的位置。

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由于城市综合实力强，对人才的

吸引力大，因此目标还主要是瞄准塔尖的领军人才。而武汉、

长沙、南京、西安、郑州等新一线城市或二线城市，一方面要

避免自己的人才被一线城市吸走，另一方面由于各城市间的竞

争，又需要大量人才和人口的支撑，在稳固自身的同时还要做

大做强，因此扩大人才目标群体就显得顺理成章。

从发展趋势看，“人才争夺战”最后有可能演变为“人口争

夺战”。由于城市的多层次性，人才竞争也存在梯级效应，当

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放低人才标准和落户门槛时，三、四线

城市将不得不跟进，调整其人才政策，但由于竞争力不够，它

们只有进一步向塔基拓展人才目标群体。当人才目标群体进一

步向塔基拓展时，人才标准势必降低，最终的结果可能演变为

一场实质上的“人口争夺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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