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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东南飞”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跨区域流动的独特写照。但近

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推进，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对年轻科技

工作者的吸引力逐渐增强，一些中低层次青年人才开始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流

动。中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机遇，多措并举加大引才力度。

中西部中心城市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吸引力开始显现

中西部中心城市吸引力增强，科技工作者回流现象开始显现。虽然“孔雀东南

飞”现象依然明显，但本次调查发现，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的吸引力也开始显现。

从最近一次跨省流动来看，流入中西部中心城市的科技工作者主要来自于东部。如

流入成都市的被调查者中，64% 来自东部地区 ；流入武汉和黑龙江这两个中部城

市的被调查者绝大部分（62%）来自于东部省份。这意味着，中西部中心城市对东

部科技工作者的吸引力已经有所体现。

从东部流动到中西部的科技工作者，以中低层次青年人员为主。从东部流动到

中西部的科技工作者，35 岁及以下者占总数的 72%，本科及大专学历者占总数的

63%，硕士及以上的比例只占 37%。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中西部流动到东

部的科技工作者以具有高学历和高职称、取得了较多科研成果的高层次人员为主。

从中西部流动到东部的被调查者中，35-55 岁的占 65%，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占

62%，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占 75%。

从东部流动到中西部的科技工作者中多为从企业流动到高校和科研院所。调查

者中，从东部到流动到西部的科技工作者，有 10% 是从东部的高校、科研院所等

单位流动到中部的科研院所和高校，27% 是从东部的企业流动到中部的高校和科研

院所，58% 是从东部企业流动到西部企业，没有人从东部高校、科研院所和其他事

业单位流动到中部企业。从东部流动到西部的科技工作者的情形也大致相仿。这说

明，从东部地区流动到中西部的科技工作者中，有相当部分是为了追求稳定，因而



更青睐中西部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这样的事业单位。

东部地区发展空间缩小、生活成本提高是中低层次青年科技工作者流动到中西

部的主要原因

东部地区人才相对过剩，中低层次科技工作者事业发展空间较小。从调查结果

看，东部地区对科技工作者仍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东部地区对科技工作者的素

质要求也更高，更适宜高层次科技工作者生存和发展。金融危机之后，东部地区在

产业转型、技术升级的大背景下，重点引进的人才往往是以高层次人才为主，中低

层次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冷落”。而调查显示，科技工作者选择职业时十分重

视未来的发展空间和个人专业特长的发挥。67% 的被调查者表示在选择城市时首要

考虑的因素是就业前景和发展机会。但面对东部城市激烈的职场竞争环境和高强度

的工作压力，一些中低层次人才开始选择离开，转而到中西部地区寻找更为适合的

位置和机会。

东部地区生活成本高，中低层次科技工作者生活压力大。近年来，东部大城市

经济飞速发展，房价、物价上涨，市民衣食住行和子女教育成本不断提高。一些中

低层次科技工作者不堪生活“重负”，开始向中西部二、三线城市转移，“逃离北上

广”正成为更多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实际选择。

部分东部大城市在落户、买房等方面设置了较高的制度性壁垒，促使一些科技

工作者流出。为了控制人口规模，降低生态环境负担，以及抑制过快上涨的房价，

近年来部分东部大城市纷纷出台政策，提高非本地户籍人员在当地落户、买房、子

女教育的准入门槛，对外地人口的进入设置了较高的制度性壁垒。这使得部分中低

层次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开始选择向中西部地区流动。

抓住机遇切实改善中西部地区人才环境，吸引人才向中西部流动

国家科研项目、创新平台和人才计划等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为中西部科技工

作者营造更好的事业发展平台。“事业留人”是吸引和留住科技工作者的重要手段。

国家需要在科研项目、创新平台建设和人才计划项目应向中西部地区适当倾斜。在

科研项目方面，建议在国家科技计划中设立专门面向中西部科技工作者的科研项目

类型，在中西部打造更多的国家级研发平台和创新基地，为科技工作者提供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在人才政策方面，建议千人计划和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等重大人才计划



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名额和更优惠的政策支持，促使更多创新人才向中西部流动。

中西部地区引进人才不宜盲目追逐高端，可将目标瞄准中低层次的青年科技工

作者。目前各地纷纷出台了引进和培养人才的政策措施，其中大部分省市将目标瞄

准了高学历、高职称、有着丰硕科研成果的高层次科技工作者。中西部地区不应盲

目追逐那些高层次科技工作者，而应该将有限的资金和资源应用在吸引、留住和培

养那些虽然没有耀眼光环、但有很大潜力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身上，加强对这些科技

新星的支持，逐渐储存和培养自己的人才资源。

中西部地区应采取多种措施，柔性引进高层次科技工作者。对于高层次科技工

作者，中西部地区应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原则，积极吸引海外专家和东部

高层次人才到中西部提供短期智力服务和研究合作。中西部落后地区可以考虑与东

部发达地区采取人才合作方式，以人才资源共享、经济支援与科技支援和人才支援

搭伴的方式，加快中西部地区人才的培养和能力的提升。

利用转移支付政策，大幅提高中西部科技工作者的收入待遇。中央政府和中西

部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好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以建立中西部人才专用资金、对落后

地区高层次优秀人才免征个人所得税、提高地区补贴水平等方式，对留在和流动到

中西部的科技工作者给予较高的财政补贴，使其工资待遇不少于甚至是高于东部同

类同层次人才。同时，在子女入托入学、家属随迁、职称评定、公务员招考等方面

出台比东部更优惠的政策，为科技工作者提供更优厚的生活条件和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吸引人才流入。

建立中西部内部以及东中西地区之间的干部轮岗和对口支持制度。在中西部地

区对人才的实际吸引力不足的情况下，应鼓励地区间的人才援助，建立区域间的人

才对口支持制度。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和专家补贴经费专项支持等政策工具，鼓励发

达地区派遣科技人员到中西部挂职，到中西部的农村、企业和教育科研院所任职，

进行对口支援。设立中西部人才培养专项资金，支持中西部科技人员到国内外先进

科研院所进行短期访问、培训、进修和合作研究，以外部人才和信息的持续输入带

动中西部人才观念的更新和内部人才流动市场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