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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视角下江苏民办高校人才引进政策文本分析
姚　远　张俊婧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江苏 张家港 215600）

摘要：本文以江苏民办高校的人才引进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从需求型、供给型和环境型的政策工具视角，对江苏民办高校人才引

进政策文本进行计量分析和编码分析。研究发现，江苏民办高校人才引进政策中三种政策工具都有使用，运用最多的是需求型政策工具，

供给型政策工具在招聘高层次人才政策中集中体现，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少，表明江苏民办高校人才引进对人才需求量大，人才引进

政策有待完善，基于此，提出政策优化建议，以期为江苏民办高校人才引进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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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强国战略”“人

才引领驱动”等关于人才的重要论述，体现人才强国建设在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当前，各地

高校高度重视人才工作，纷纷出台有含金量的人才引进政策，以

提升人才集聚效应，推动高质量发展。民办高校是高等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

民办高校正处于转型与内涵发展阶段，人才是关键因素之一。江

苏是开创民办高等教育的先行者，据教育部 2024 年 6 月公布的全

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江苏有民办高校 46 所，其中办学层次为本

科 26 所，专科 20 所。引进高质量人才是民办高校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的有效途径， 也是促进学术研究与创新、 增强竞争力的重要

驱动。因此，研究分析江苏民办高校人才引进政策具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术界对人才引进政策研究起步较早，聚焦于科技人才

的引进政策，在如何制定政策、如何实施政策、如何发挥政策效

用、如何评估政策效果等方面进行了讨论，旨在引进并留住科技

创新人才。也有基于不同国家或地区在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

人文氛围、地区气候等方面开展人才政策比较分析研究。

梳理国内学界对高校人才引进政策的研究，发现研究可以分

为两个方向：一是从主体视角探讨人才引进政策的问题与策略。

如张虹剖析西部高校人才引进政策中的问题，提出了西部高校人

才引进的纾解之道；陈启迪等通过对江苏高校 45 名哲社领域的长

江学者的计量分析，探索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二是从功能视角

对人才引进政策开展定量研究。占蔚等从注意力配置视角，分析

了西部高校人才引进政策文本，得出合理的注意力策略性配置。

邹云等从政策工具视角，量化分析高职院校博士学位教师引进政

策文本，提出高职院校博士教师引进政策优化策略。关于民办高

校人才引进政策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研究主要以江苏民办高

校人才引进政策文本为对象，借助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基于

政策工具分析江苏民办高校人才引进政策文本，以期呈现江苏民

办高校人才引进政策的现状与优化策略。

二、研究设计

（一）分析框架

公共政策工具是政府部门治理所使用的手段和途径，是公共

政策系统内主体、客体以及环境之间互动的方式。政策工具作为

一种“工具箱”式的概念，依照不同的标准可将政策工具进行分类、

选择和组合，如王高玲等对健康扶贫政策文件进行梳理，构建了“政

策工具一作用机制”的二维分析框架；吴芸等提出“强制型、市场型、

自愿型”政策工具分类原则，对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

演进过程进行研究。基于政策工具的多样性和可替代性，学者们

运用政策工具结合政策主体、政策目标、政策环节等要素开展复

合型研究，形成多元化的工具选择和配置模型。罗斯威尔（Rothwdl 

Roy）和泽福德（Walter Zegveld）的政策工具理论根据工具影响层

面将其划分为供给型工具、需求型工具和环境型工具三类。这一

政策工具分类与人才政策理论功能较为契合，基于此，本文将借

鉴罗斯威尔（Rothwdl Roy）和泽福德（Walter Zegveld）的政策工

具理论，从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视角，构建江苏民

办高校人才引进政策文本分析框架。

（二）研究样本

本文的研究样本以江苏 46 所民办高校人才引进政策为主要内

容，收集、整理人才引进政策文本 62 份，总计 13 余万字（见表一）。

样本选择主要基于以下方面考量：第一，从研究对象来看，样本

包含了江苏所有民办高校的人才引进政策，其中的 46 份政策文本

对应 46 所民办高校，剩余的 16 份文本选取较为典型的人才引进

政策，力争做到样本选择全面又具有代表性；第二，从政策文本

的来源看，研究样本源自各高校官网和第三方招聘网站等公开资

料，收集引进计划、招聘公告、管理办法、引进办法等作为基础

内容，通过梳理筛选出 62 份江苏民办高校人才引进政策文本。需

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部分高校相关人才引进政策的制度文件并

未公开，政策文本中能够具体体现人才引进政策内容的招聘公告

较多。第三，从政策的基本特点来看，政策具有时效性。本文选

取的政策文本以 2024 年实行人才引进政策为主，如未能搜集到某

校 2024 年的人才引进政策文本，则以近年人才引进政策作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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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江苏民办高校人才引进政策文本示例

三、数据分析

（一）政策文本计量分析

政策文本的计量分析旨在观察关键词频数变化，为进一步的

政策文本分析打下基础，此处，主要运用 ROSTCM6 软件和 Nvivo

软件进行分析。ROSTCM6 软件是文本挖掘工具，能够进行词频分

析、社会网络和语义网络分析，Nvivo 软件的探索词频分析功能

可以生成“词语云”，它们广泛应用于人文社科研究领域。运用 

ROSTCM6 对收集的 62 份政策文本进行关键词挖掘，生成关键词

分布图（见图一），运用 Nvivo 软件进行词频分析，生成“词语云”

（见图二）。图一是政策文本关键词分布图，根据 62 份政策文本，

去除“以上”“根据”“按照”等高频介词后生成，高频词有“学

院”“招聘”“岗位”“教师”“硕士”“考核”“博士”“待遇”“补

贴”等，图二是筛选介词后生成了以“教师”“管理”“专业”“学

院”“招聘”等词为中心的“词语云”。通过政策文本的计量分析，

初步可知江苏民办高校人才引进政策主要是引进硕士教师岗人才

为主，辅以待遇、补助、考核等管理人才政策。同时，政策文本

的计量分析为下文的编码分析提供重要参考和依据。

图二 62 份人才引进政策文本“词语云”图

（二）政策文本编码分析

Nvivo 软件是学术界普遍使用的质性分析软件，具有强大的编

码功能和文本搜索功能。有学者强调：质性研究是从判断立场对

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性理解”，政策文本分析便是质性研究方法

之一。此处，根据政策文本主题内容，结合政策文本计量分析的

关键词进行关键词组合，形成符合主题内容的 4 字关键词，运用

Nvivo 14 软件，对 62 份人才引进政策文本进行编码与分析，共获

取 478 个相关内容单元编码（表二）。

表二 人才引进政策内容分析编码表（部分）

根据政策文本研究主题，对关键词进行组合，归纳出关键词

组合，按照三类政策工具划分，将每一个编码整理到对应的关键

词组合进行归类，生成政策文本频次数值表，经整理和计算，最

终得出三类政策工具的编码统计表（见表三）。研究发现，在政

策文本中三类政策工具都有所体现，总体来看，江苏民办高校人

才引进政策中，政策工具的运用以需求型工具为主，占 75.82%；

供给型政策工作为辅助作用，占 14.62%，环境型政策工具运用最

少，占 9.56%，具体分析如下：

表三 基于三类政策工具的编码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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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求型政策工具

需求型政策工具体现江苏民办高校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引进不

同层次的人才，设定招聘岗位、引进标准等，以需求为导向吸引

人才聚集，主要发挥引导和筛选两方面的作用。从编码统计表可知，

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占政策工具总量的 75.82%，说明江苏民办高

校对人才的需求尤为突出。从需求型政策工作内部占比看，招聘

岗位和与其对应专业要求占比达 21.74%，招聘岗位编码中以招聘

专任教师为主，少数政策文本对人才类型进行了分类，占比 3.45%，

政策文本中引进高级职称人才占比 8.99%；从引进人才的学历来

看，江苏民办高校以招聘硕士为主，引进博士比较少，少数民办

高职院校招聘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工作人员。从具体政策文本看博

士引进情况，多数民办本科院校在招聘公告的学历要求里有“硕

士研究生及以上”的表述，有 3 所民办本科院校，7 所独立学院公

开发布了博士招聘公告，并配有较为完善的人才配套政策，1 所

民办高职院校设置了博士研究生优先的招聘条件，可见江苏民办

高校引进博士人才还处在起步阶段。银龄教师一般 指退休后重新

参与教育工作的教师，自 2024 年 2 月教育部发布了《国家银龄教

师行动计划》，在江苏多所民办高校的人才引进政策中也有所体现，

主要以引进高级职称的银龄教师为主，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岁。

2. 供给型政策工具

供给型政策工具体现江苏民办高校为引进人才提供生活、工

作等方面的保障，是人才引进政策的吸引点。根据关键词内容，

可将供给型政策工具进一步分为保障性供给工具和发展性供给工

具。保障性工具主要有薪酬待遇、购房补贴、安置家属、聘用方

式等满足引进人才生活、工作方面的需求。从具体政策文本看，

42 份政策文本有关于薪酬待遇的描述，包含缴纳社保、公积金等，

购房补贴是江苏部分民办高校引进高层次人才的配套政策，一般

只有引进博士或具有高级职称的高层次人才享受。部分院校也注

明了硕士以上学历人员可以享受院校所在地区的人才礼遇政策，

其中包含购房补贴内容。在聘任方式上，有 1 所民办本科高校和

1 独立学院给予博士事业编制，独立学院普遍采用人事代理方式

聘任，其他民办高校通常与引进人才签订劳动合同，采用人才派

遣制引进硕士以上人才较少。在家属安置上，几乎没有院校有一

定安置家属的承诺，一般只针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有“优先安置

家属”“统筹安排家属学校或企业就业”的优先条件。发展性工

具主要涉及专项津贴、科研启动经费、提供发展平台等，为引进

人才提供工作保障，给予发展机会。从具体政策文本看，只有引

进博士人才享受科研启动经费，民办高职院校有“提供事业发展

平台”“享受职称评聘和进修机会”等描述，可见政策文本中体

现江苏民办高校的发展性工具是比较少的。

3. 环境型政策工具

环境型政策工具是江苏民办高校为引进人才提供良好的外部

发展环境，通过建立管理制度，影响人才的引进和流出。从具体

政策文本看，37 份政策文本有关于学院介绍和引进程序的描述，

说明江苏民办高校比较重视人才的引进工作，通过外部环境和规

范的引才程序吸引人才。在考核管理上，只有招聘博士的院校有

所涉及，主要针对高层次人才聘期内完成科研任务的规定，部分

院校对于完成任务的人员有追加奖励，没有完成任务的人员会降

低待遇，发布招聘博士公告的院校都没有实行“非升即走”政策。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 62 份江苏民办高校人才引进政策的分析，发现江苏民

办高校人才引进政策中三种政策工具都有所使用，其中需求型政

策工具使用最多，表明当前江苏民办高校对人才需求量较大，尤

其是高层次人才，供给型政策工具在部分院校在招聘高层次人才

政策中有所体现，仍处于起步阶段，重视保障性供给，发展性供

给并不完善，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少，有对高层次人才考核管

理要求，缺少环境支持等激励措施。

提出的政策建议为：一是丰富人才引进方式，制定落实全职

引进、柔性引进、银龄教师等引进政策，满足人才需求；二是完

善人才发展条件设置，实现持续培养人才，破解人才流失困局；

三是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提升引进人才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人

才内生动力。

本文存在一定不足，如未开展不同地区院校或院校与院校的

比较研究，对江苏民办高校人才引进政策的协同发展模式未作深

入剖析，有待以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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