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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但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较为落后的发展影响

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需要，因此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成了区域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东北地区由于是我国较为偏远的地区，

GDP和工业增加值由改革开放初的近 15%和 20%下降到现在的 10%以下，导致人才流失较为严重。本文通过分析、评价和比较，对黑

龙江省人才吸引力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做具体揭示，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做到留住本地人才，吸引外来人才，促进龙江经

济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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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为加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党和政府提出了振兴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总体

布局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在结合我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基础上，融合而成社会主义人才观这一伟大的思想。中国具有

一定的人才优势，作为重要的经济发展优势，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

地这一中心任务上发挥着战略作用。因此，只有创新工作机制，建

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才发展观念，优

化人才成长环境，创新工作机制，为振兴基地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

障和智力支持。 

一、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现状 

从 2003 年起至今，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实施东

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

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以及发改委《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

基地振兴三年滚动实施方案（2016-2018 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为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政策，这体

现了党和国家对于东北区域经济发展的关切和期盼，彰显了东北老

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在我国经济全局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在全面贯彻落实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东北地区的人才政

策并不完善，没有重视留住地区人才，减少人才外流，同时也缺乏

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的福利，人才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一战略

中难以实现自身价值。同时，目前东北地区现有的人才培养构架老

化，难以适应新时代新时期国家的发展需要。在东北地区人才结构

上，目前现有的人才大多数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主力军，他们的知

识和掌握的技术存在着年代差异，由于处于中年，其中的很多人并

不是很想主动去学习前沿的知识，以丰富自身知识体系和动力，因

此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人才策略，不单单需要关注到人才引进和

防止人才外流，更应该关注到中间阶层的更新迭代。 

二、东北老工业基地人才现状 

1、缺乏高素质人才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东北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

同时也是我国 重要的工业基地，但东北经济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

于全国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东北老工业基地落寞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才问题。 

计划生育的严格执行也是造成人才缺口的重要原因，以我们黑

龙江省为例，从 1995 年到 2015 年的 20 年间，60 岁及以上人口比

例从 1995 年的 7.4%提高到 2012 年的 14.8%，而生育率下降 主要

的原因早期是计划生育执行严格，如今则逐步变为生育成本过高。

由于东北地处中国北部，经济发展程度和开放程度比不过南方沿海

城市。很多高素质现代化人才和技术性人才都更倾向于去南方发展，

导致东北的人才缺口特别大。故只有尽快满足企业对高素质人才的

需求，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人才问题才会得到彻底的解决。 

2、人才吸引政策吸引力不足 

自去年以来，西安、武汉、成都、长沙、郑州、杭州、青岛、

厦门、福州……一个个城市采取放开落户、发放购房补贴，推出吸

引大学毕业生的政策，招才引智等措施，纷纷加入“人才争夺战”。

2018 年 3 月 29 日，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在北京《人

才成长路线图》和《人才战争 2.0》新书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正在从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东北面临着严重缺乏人才的现实困境，但人才吸引的政策却仍

然没有得到改善，创新创业型人才的保障得不到落实，福利待遇和

薪资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甚大，东北对人才吸引力非常薄弱。

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东北的人才问题，必须要着力改善僵化的体制

机制，重振老东北工业基地的雄风。 

三、新时代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人才战略 



职业教育 

 5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

权的战略资源”。现代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吸引和凝聚大批

优秀人才，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战略的首要环节。 

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东北老工业基地在人才培训方面使用的

激励手段与南方发达地区有着巨大差异，这极大地削减了人才动力，

也减弱了人才活力，导致现有人才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发挥巨大的

作用。对高端人才及科研项目投资力度不够，对很多优秀的科研创

新项目不敢冒风险投入，存在严重的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等问题。

目前东北人才外流情况呈上升趋势，留不住人、无法留住人、难以

留住人，成为许多单位和企业面临的难题。研究发现，许多企业和

单位难以激发高层次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人才体制机制方面

并非真正的按劳分配。从 2003 年开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一战

略背景下的分配制度，在改革上并没有任何突破，只有将利润分类

与工资分配适当调整，激发高层次人才的创造潜能，建立科学有效

的激励机制，才能更好地为东北老工业振兴发展服务。 

四、新时代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人才对策 

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人才是创新的

根基”，表现了总书记以人才为本的重才理念，由此可见，创新的人

才策略对于新时代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

用，以人为本、重人重才、聚天下英才的理念，在解决新时代下振

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人才问题上提供了新的思路。人才是实现创新的

根基，没有创新，人类就不可能从蒙昧走向文明。想要聚天下英才

而用之，就要有创新人才吸引方式，更好地推动本地区的发展。东

北老工业基地则更是如此，吸引人才回流的主要措施就是要创建创

新人才吸引方式。 

五、总结 

综上所述，人才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人才观为东北老工业建设引导了一个大的方向。在人

才激励上，从单一激励转向多元激励，实现多样化的激励机制。在

管理方式上，赋予人才更多管理权和自主权，探索多元化激励办法。

面对新时代，东北老工业基地也要顺应时代要求，紧跟时代步伐，

结合自身实际，以自身的转变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以及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贡献出属于东北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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