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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创新人才是一
种特殊的经济要素，即其作为人力资本扮演
重要的核心要素职能，又参与构建代表技术
发展水平的指数级系数。可以说，创新人才
是推动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保
障，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越
来越依赖于创新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而创新
人才指数就是反映一国、区域或城市人才数
量和质量变化的动态相对数，是评价创新人
才发展水平和程度的重要指标。随着我国经
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复合型人才、创新
型人才队伍远不能满足发展需要，人才资源
总量短缺、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占比较低的局
面仍未扭转。其次，我国不同区域、城市经
济发展不平衡以及高校建设水平的不平衡，
进一步导致人才分布不均。合理编制中国创
新人才指数，能够更清晰地把握我国各城市、

各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现状及演变趋势，进
而为加快培育造就创新人才队伍、有效实施
人才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目前，国际上被广泛认可的人才评价指
数包括：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TCI）、全
球人才指数（GTI）、世界人才排行（WTR）、
全球人力资本指数（HCI）；在国内，相关
代表性成果包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 
2021》《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中
国区域人才竞争力研究报告》《中国人才指
数》《人才强国战略指标体系研究》《深圳
市人才发展环境指数研究》《粤港澳大湾区
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等。上述人才评价理
论体系与实践应用研究，在为中国创新人才
指数的编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的同时也反映
了如下不足：第一，从研究主题上看，国内
现存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规模的指数测量主要

人才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创新驱动就是人才驱动，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才，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
展的大计。我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关键是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创造潜力，
建设全球人才高地。党的十八大做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党的十九大
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2021
年 9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
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为 2050 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人才基础。”

关注国家层面或区域层面“科技创新能力”
的测度，学界和实践界尚未形成专门聚焦“人
才指数”的影响力、专业性、权威性评价。
第二，从研究对象上看，国内外已有人才指
数研究主要关注人才竞争力，例如“全球人
才竞争力指数” “全球人才指数”以及“中
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指数”等，缺乏聚焦
“创新人才”或“人才创新能力”，尤其是
有关“创新人才经济效益”的专门测度。第三，
从研究的层次和范围上看，国内尚无聚焦“城
市层面”和“高校层面”的人才指数研究，
一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区域或省级人才
发展，缺乏地方城市的相关人才评价测度；
另一方面，现有高校层面的研究主要针对高
校研究人员（教师）的创新能力展开，而未
有对高校整体创新人才培养效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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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深圳市人才集团有限公司联合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发布《中国
创新人才指数（China Innovative Talents 
Index）2021》报告，在借鉴国内外相关创
新人才相关指数编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
才发展实际情况，编制植根中国情境、具有
中国特色的人才指数，持续跟踪中国主要城
市和高校的创新人才发展态势，全方位、多
层次、动态化反映中国创新人才数量及质量
的真实情况，并提供全面、可靠、及时的数
据支持。

更具体地，中国创新人才指数 2021 具
有如下特色：

首先，追求指标体系的综合性、全面性、
可靠性。中国创新人才指数 2021 旨在系统、
全面、客观地描述中国创新人才发展现状，
因而在指标体系的元素构成和选择上，力争
为创新人才各方面的发展提供全方位评价和
统计。中国创新人才指数 2021（城市）从
人才规模、人才结构、人才效能和人才环境
等四个方面对创新人才发展进行评估；中国
创新人才指数 2021（高校）在评价对象的
选择上，囊括了包括科学家、工程师等创新
学术研究人才以及企业家、创业家等创新管
理者、实践者两大类高校产出的创新人才类
型。

其次，突出指标体系的理论性、逻辑自
洽性、逻辑他洽性。秉承客观性、科学性、
严谨性、可比性原则，中国创新人才指数
2021 指标体系依据人才理论、创新理论的

基本规律，以及人才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设
计。例如，城市层面的人才指数研究，通过
城市吸引人才的环境这一脉络，设计包括人
才环境、人才投入结构以及人才效能的指标
体系，能很好反映人才发展的规律。又如，
在考虑高校如何通过培养创新人才贡献社会
中，指标体系的设计思路体现了三方面：第
一，深入考虑人才成长、人才培养的时间规
律、地域差异等特点和影响，在本次评价对
象的选择上，主要关注中国内地、成立具有
一定时间的高校的人才培养情况；第二，基
于学术研究的原始性创新，通过院士、长江
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等顶尖人才的培养情况
进行反映；第三，基于实践、社会需求层面
带来的创新，例如培养具有管理创新能力、
创新领导力的企业家以及具有实践技能创新
的大国工匠人才等。

再次，基于中国情境建构具有“中国
特色”的指标评价体系。中国创新人才指数
2021 在指标体系的设计和选取中，始终植
根我国人才发展的具体情境，力求体现中国
特色。因此，在指标体系的选取中，体现了
很多创新，例如：在人才效能、人才环境支
持的统计上，加入了“中国科创板企业数”“中
国创新企业 100 强企业数”“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企业数”和“独角兽企业估值”等切
实反映中国多种所有制企业协同发展现状的
多维度数据。在对创新顶尖学术人才的统计
中，纳入“获‘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的人
才（本 / 硕 / 博）”，从而打破以往仅对“中

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进行
统计的人才分类的学科片面性。

最后，突出创新人才经济贡献、发挥评
价体系的“指挥棒”作用。指标体系既是对
现有实践成果进行评估的工具，又是对未来
实践活动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的导引。为了
用好创新人才指数这一“指挥棒”，更好地
发挥其“风向标”作用，中国创新人才指数
2021 在总体设计上力争体现人才的“应用
性”以及对“地方经济的贡献度”，充分考
虑“人才流动对经济总量变动的影响”，纳
入所在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和“数字经济产业增加
值”等评估指标，通过该指标体系设计反映
地方创新人才发展现状，致力于如何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及为国家经济发展贡献
人才力量。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与
可获得性等原则，中国创新人才指数 2021
未能将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的城市及高
校，以及以南方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
等为代表的内地“新生代”创新型大学数据
纳入本次评价范围。在未来的跟踪调查中，
中国创新人才指数将逐年发布、持续改进，
逐步扩大研究对象范围，跟踪创新人才发展
水平的动态演化。我们希望中国创新人才指
数能为中国的创新人才发展与建设提供更好
的参照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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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创新人才指数的概念模型
鉴于目前关于创新人才概念的内涵界定并没有形成一个权威且公认的科学定论，现有研究体系的指标测度、评价角度与评价标准各有侧重。

根据全国人才工作重要规划文件关于人才的定义，结合实际发展状况及对创新人才的实际需求，中国创新人才指数 2021 将创新人才定义为：
在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中，同时具备创新性和应用能力，拥有多元化交叉的知识
结构、精深的专业技术能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富于批判精神和创新的研究意识，能够把发现、发明、创造转化为实践，并且在实践中能够
不断进行创新，在实现科技成果转化、赋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生力军作用的人。

基于创新人才的本质、形成规律与培养机制，确定指数构建的基本框架。“中国创新人才指数 2021”主要包括两个具体指数：“中国创
新人才指数 2021（城市）”以及“中国创新人才指数 2021（高校）”，以下将对两个指标体系的概念模型、构建方法和原则作具体介绍。

中国创新人才指数 2021（城市）从人才规模、人才结构、人才效能、人才环境四个维度来评估各城市的创新人才发
展水平。一方面，城市创新人才指数需全方位、多层次反映城市创新人才数量（规模）及质量（结构）的真实情况。另一
方面，应重点考虑城市创新人才对科技、经济效能及支撑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

第一，人才规模直接反映人才数量，体现创新人才基础水平
或竞争力。从内容上看，人才规模不仅反映创新人才规模总量，还
需要反映人才的引进与流动。人才规模维度包括基础规模、人才的
引进与流动两个方面。

第二，人才结构反映创新人才分布结构情况，也是人才质量
的最主要体现。为了避免受城市规模大小的影响，采用相对指标衡
量。人才结构维度包括学历结构、技能结构两个方面。

第三，人才效能用以反映各城市创新人才带来的科技产出与
经济价值。人才效能维度包括科技效益、产业发展、经济效益三个
方面。

第四，人才环境是指与创新人才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种外部因
素的总和。良好的创新人才环境将加速人才成长，激发人才创新创
造活力。人才环境维度包括人才吸引、人才培养和创新支持三个方
面。

第一，顶尖学术人才是进行科研知识生产、主导学科发展并
享有盛誉的少数学术精英。顶尖学术人才引领一国的基础研究发展，
是国家原始创新和源头创新的带头人。以战略科学家为代表的顶尖
学术人才一直是各国人才竞争的焦点，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
的基础研究领域，在重大科学前沿问题和未来必争领域的发展方向、
趋势和高度上起到决定性作用。

第二，商业管理人才反映了高校创新实践人才对于已有商业
实体价值创造的支撑，是衡量创新实践人才的核心维度之一。

第三，商业创业人才反映了高校所培养的人才直接进行商业
价值创造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其不仅创造经济价值，更会创建
新的商业实体。

第四，大国工匠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能工巧
匠”，是“精益创新”的基础。大国工匠人才是破解和提升中国创
新质量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一个国家只有工匠的数量和质量上去，
才能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中国创新人才指数指标体系第一章 

中国创新人才指数 2021（高校）主要从中国高校培养的顶尖学术人才、商业管理人才、商业创业类人才以及大国工
匠人才四个维度来评估高校的创新人才培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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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指标体系构建遵循以下原则：
（1）简明科学性原则。指标体系的设计及评价指标的选择必须以科学性为原则，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中国创新人才发展特点和状况，能客观

全面反映各指标之间的真实关系。同时，各评价指标应该具有典型代表性，不能过多过细，使指标过于繁琐，相互重叠；指标又不能过少过简，
避免指标信息遗漏。

（2）可获取原则。同时，考虑到调查、测评、统计上的可行性，所选择的指标要便于量化、数据便于采集和计算。因此本研究在指标选择
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相关指标的可获得性，结合可获取的数据来源，确定了本研究的指标体系，以期尽量贴近中国创新人才发展的真实情况，
切实反映各城市创新人才发展情况。

（3）可比较原则。指标选择上，要特别注意在总体范围内的一致性。指标体系的构建服务于国家政策制定与科学管理，指标选取的计算量
度和计算方法必须一致。故在选择中国创新人才指数评价指标时，有选择地采用国内通用的评价指标，以及国际上普遍使用的指标，使测评结
果更具可比性。

本研究基于以下几点构建人才评价指标体系：

（1）基于创新人才的定义，确定创新人才的统计范畴。根据定义首先确定创新人才的认定原则与范围，为确定后续评价指标的统计范围奠

定基础；

（2）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确定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根据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确定中国创新人才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内容；

（3）分析相关政策文件，确定具体评价指标。在前述确定的指标基本框架范畴下，通过分析近年来与人才发展相关的政策文件，设定具体

的评价指标体系，旨在构建既能体现中国创新人才发展特色、又能为后续横向比较奠定基础的指标体系。

1.2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和过程

1.2.1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1.2.2 指标体系的基本构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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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指标体系的框架与指标筛选原则

（1）分层系统性原则
为了能够准确评价中国创新人才状况，有必要构建一套系统

的、科学合理的反映中国创新人才发展状况的分层系统性指标体系。
（2）建立关键指标评价准则

人才评价是多角度的，为突出中国创新人才工作重点与发展
方向，需要确定关键性的指标。在人才发展分层系统性指标体系的
基础上，采用国际上通行关键指标法，对前述的指标体系进行分解，
提炼出关键指标，构成了中国创新人才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从具体指标中遴选关键评价指标时，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分类评价原则。对事物进行分类研究是明确事物内涵、

廓清事物外延的重要方法，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
设计中国创新人才指数指标体系可以运用这种方法。先把具体指标
分为四大类，然后再从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指标。

二是系统性原则。各项指标的选取要符合总体性要求，并且
各个指标之间应该相互协调、相互补充，而不能相互冲突。

三是可操作性原则。人才评价活动是一项要求有切实成果的
实践活动。要产生切实成果，关键在于评价过程数据的可获得性。

四是价值导向原则。在设计指标体系时，应当将民生为本，
公平正义等价值追求蕴含在指标体系中。有合理、鲜明价值追求的
指标体系，才能引导人才评价活动朝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前进。

1.3 指标体系

中国创新人才指数 2021（城市）指标体系及构成如表 1.1 所示。
该指标包括 4 项一级指标、10 项二级指标和 49 项三级指标，因篇
幅限制，各级指标权重详见附录 1。

（1）人才规模。人才规模直观反映人才分布情况，也是体现我
国创新人才质量、水平或竞争力的最直接数据。从内容上看，人才
规模不仅反映创新人才规模总量，还需要反映人才的引进与流动，
故人才规模下设基础规模、人才引进与流动 2 项二级指标。

（2）人才结构。人才结构反映创新人才分布结构情况，也是人

才质量的最主要体现。为了避免人才数量对指标的影响，采用相对
指标。人才结构下设学历结构、技能结构 2 项二级指标。

（3）人才效能。人才效能用以反映各城市创新人才带来的科技
产出与经济价值。因此，人才效能下设科技效益、产业发展和经济
效益 3 项二级指标。

（4）人才环境。从系统角度看，人才环境是指与创新人才发展
密切相关的各种外部因素的总和，包括人才吸引、人才培养和创新
支持 3 项二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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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