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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不断加快，各类型人才频繁流动呈现集聚
态势，集聚水平不断提升。
随着我国人才集聚的深入发展，在显现规律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构建系统理论从而挖
掘出深层次问题。
因此，在深入的理论挖掘的基础上，经过几项关于人才集聚的重大课题研究，最终形成了本书的研究
脉络与主体。
    本书从系统研究的视角出发，着重探索我国人才集聚运行的机理与规律，并对我国人才集聚的发展
现状进行实证研究。
全书共7章，第1章为导论，其余各章主要内容是：    第2章，回顾和梳理了人才集聚及其重要影响因素
的相关理论，包括人力资本理论、产业集聚相关理论、城市化概念的界定以及人才流动动因的经典理
论。
通过对相关理论的汇总发现，前期的理论成果是本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持，同时，关于人才集聚模式与
机理的理论体系并不健全，诸多理论处于凌乱无序状态，难以符合人才集聚向纵深发展的需要。
    第3章，重塑了人才集聚形成原因体系。
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对集聚成因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资源禀赋、人才环境、收入因素以及人力资本的
基本属性作为人才集聚形成和发展的动因要素。
    第4章，用经济模型的方式揭示了我国人才集聚的内在机理，是全书的两大核心章节之一。
首先分析了海外人才的流动规律，进而构建了人才集聚、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三维模型。
通过大量的实证建模，较全面地揭示了我国海内外人才的集聚规律。
    第5章，主要针对我国人才集聚模式与水平进行分区域研究，客观地展示了我国人才集聚的发展现状
，是本书的又一核心章节。
本章在对我国人才集聚模式进行科学划分的基础上，将集聚模式与政府的角色定位挂钩。
选取行业收入差距与就业两个观察点，对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地域的人才集聚进行比较分析，并针对集
聚水平过低和过高一极进行典型分析，着重研究了欠发达地区的人才集聚陷阱和集聚相对过度地区的
人才集聚预警机制。
    第6章，主要针对人才集聚效应进行系统研究。
界定了人才集聚的正负两种效应，并对经济性效应进行细致分类；指出集聚现象向集聚效应转变的实
质是质量互变；进而对集聚冲突的动因进行解析，并提出削减与化解集聚冲突的实用对策；最后，从
集聚的宏、微观环境角度提出了最大化人才集聚效应的对策建议。
    从总体上看，本书的研究脉络遵循IMSA分析范式，体现了集聚原因一集聚模型一集聚现状一集聚效
应的分析回路，逻辑循环完整，是研究我国人才集聚问题科学、有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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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人才集聚及相关因素的理论　　虽然针对人才集聚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不是很多，但很
多学科和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对人才集聚问题给予了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为人才集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
了理论依据，有些理论与人才集聚直接相关，有些理论则间接相关。
因此，本章对人才集聚及相关因素的理论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目的在于建立我国人才集聚研究的理
论基础，为下面的实证分析做好铺垫。
　　在本书的研究体系中，以人才集聚为核心研究点，构建人才集聚、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三维动态
模型，形成对我国人才集聚规律与机理的研究体系。
与此同时，人才集聚的形成与集聚效应的发挥都离不开人才流动。
按照上述分析思路，本章分为4个板块对相关因素进行理论说明。
　　2.1　人力资本理论　　人才之所以区别于普通人，主要是因为人才是人力资本蕴藏丰富的人群代
表，人力资本投资周期长、质量高。
人才具有区别于普通人的特质与能力，因而能够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基于此，首先梳理一下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
　　2.1.1　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以美国的西奥多·舒尔茨于1960年12
月在美国经济协会上发表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为标志。
舒尔茨指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劳动力数量的
增加重要得多。
”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舒尔茨说：“教育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
我们之所以称这种资本为人力，是由于它已经成为人的一个部分，又因为它可以带来未来的满足或者
收入，所以将其称为资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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