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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对科技人才流动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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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集聚是同一产业各种要素高度集中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已成为当今国际竞争优势产业的特征。产业集聚和科

技人才流动存在共生效应和乘数效应，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产业集聚导致科技人才区域集中，同时加速科技人才的成长发展，

使人力资本在运动中创造价值，从而反过来促进产业更加集聚，两者螺旋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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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人才流动的必要性

合理的科技人才流动不仅能够提高个人的自身素质，还能

够对企业、地区、经济乃至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高个人的工作效能感，降低职业倦怠感。科技人

才在流动的过程中能够在新的领域或企业李学习新的知识和技

能，综合提升自身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同时新的环境能够

给人带来新鲜感，能够带动人才的工作热情，提高工作效率和

积极性。

（二）提高企业绩效、预防组织的老化。研究发现，对于

一个组织而言发展的黄金时间集中在 1.5-5 年之间，在这个阶

段信息的上通下达效果较好，人员之间沟通较多，能够提高组

织绩效，并形成更多的产出。随着时间的延长，组织内部会渐

渐出现消极怠工、沟通减少的组织老化的典型特征，适当的人

才流动能够打破组织老化的僵局，对人员形成一定的激励机制，

赋予组织新鲜活力。

（三）节约人力资本。专业性、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培养成

本高于一般人员，通过人才的合理流动能够将他们的智慧带到

不同企业和不同地区，使稀缺的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应有价值，

从而有效的减少人才培养的各方面成本。

（四）能够平衡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社会整体的

科技发展。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的科技人才流动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激发新思维、促进技术革新，从而形成知识的有效传递机

制。与此同时，能够在增强创造力的同时合理的配置人力资源，

每个科技人才的使用价值得到提升；如果人才流动到欠发达的

地区，有利于社会整体经济的平衡，降低地区经济差异，促进

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产业集聚对科技人才流动影响分析

（一）产业集聚降低科技人才流动成本和提高收益

产业集聚发展的越深入，越多的同产业关联企业受到吸引，

随之该产业区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具有专业知识能力的人才出现

供不应求的趋势。从而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尤其是具有相关产业

专业知识技能的人才也向该地区集聚，以满足自身的需要，不

断扩大该地的劳动力市场。人才越多聚集，创造出越多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文明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形成引力场效应。根据

应用于劳动力市场工作选择的搜寻理论，劳动者具有对供需信

息的需求，对工作信息的搜寻是有成本的。产业集聚现象导致

同行业关联企业在同一产业区建厂，从而形成的劳动力市场尤

其是具有该行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科技人才市场，可以使劳动

者最小成本获得充分的就业信息，最大限度上减轻了劳动者寻

找工作的障碍。产业聚集与劳动力市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同

时，还可以不断降低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和流动风险，因此，

更加吸引劳动力流动到该产业区，最终使此集聚区成为劳动力

尤其是该行业科技人才的聚集之地。

（二）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加速科技人才流动

首先，产业集聚产生的市场竞争优势促进科技人才加速流

动。产业集聚不仅运用于传统产业，更存在于高新技术产业中。

Paul Krugman 认为产业集聚的程度取决于该产业内部的工资收

入是否对劳动力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高新科技企业对掌握前沿

科技知识技能的科技人才更加依赖，具有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

性生产要素的专业人才决定企业的竞争水平。所以，高新科技

企业会提供更丰厚的薪酬福利和优质的工作条件来吸引高层次

科技人才。另外，产业区集聚了众多同类企业，产出产品质量、

性能、外形、包装等方面同质化程度较高，信息较透明，使得

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

其次，集聚学习形成的竞争优势促进科技人才流动。产业

区人才资源集聚带来物质、信息、知识等资源的充分共享融合，

形成信息共享效应。因此，个人可以低成本的迅速获得知识和

更新知识存量，进而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提高自己的能力，最

后创新出比原有信息资源价值更高的新信息资源和成果。来自

不同地域不同个性的同产业专业科技人才，不断相互配合协作，

实现不同个体间知识技术的互补和融合，形成群体协作效应。

同时，形成科技人才间相互竞争的压力，激发求知欲望和创新

意识，形成个体不断学习发展的动力，加速更新科技人才专业

知识，促进个体和群体能力的积累和优化。因此，集聚学习可

以不断的吸引科技人才流动到产业集聚地区，反过来随着产业

集聚扩大集聚学习规模也将不断增强，两者相互作用共促成长。

山东省要大幅引进高层次科技人才就要积极地发挥经济与

规模效应、创新效应、人才成长效应，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一批

可持续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打造现代高端产业体系，充分利

用增量带动、创新驱动、企业拉动、资本撬动，构建“三核引领”

的高端装备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以及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等高端产业，强化产业基础，全面提升产业链的创新竞争水平，

从而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只有集聚大量高层次科技人才才能实

现延伸产业链发展高端产业，提高优势资源产出的科技含量和

附加价值，促进新旧动能转换。产业链与人才链是不可分割相

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不断人才聚集形成成先进技术渗透现

象，该区域便具有了独特的产业优势，随着知识密集要素的培

育、竞争优势的发挥，不断的扩大规模由量变产生质变，产业

升级与优化完成，跃升到产业链高端，获得高附加价值和效益。

从而吸引更多的同行业科技人才到产业区集聚，形成更高层次

结构的科技人才链。反过来，集聚的科技人才的知识溢出效应

又促进了先进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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