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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如何促进科技人才高效流动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学科竞赛角度出发，分析

人才流动与学科竞赛之间的关系，发现学科竞赛中人才流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以适应学

科竞赛背景下人才流动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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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how to promote the efficient flow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many schol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e competi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lent flow and discipline competition, finds the problem of talent flow in discipline 

competitio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adapt to the trend of talent flow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sciplin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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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竞赛集多学科、多专业人才于

一体，成为众多人才理论知识与实践能

力的综合平台。近年来，“以赛促创，以

赛促教”的创新教育培养模式成为众多

高校重视的一条人才培养路径。学科竞

赛在激励科研人才跨区域流动与联合创

新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赛事背景下

科研人才的流动机制同时存在一系列问

题。研究赛事背景下科研人才跨区域流

动的作用机理对于进一步提升赛事成

果、促进人才交流、发挥联动创新作用

具有重要意义。 

1 学科竞赛的含义 

学科竞赛从 初的用于表述具有一

定规则的技能评比活动，演变至今已经

成为了多学科交叉、多专业互动的大型

综合活动，因此并不能将学科竞赛进行

统一的定义。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全

国开设了506种本科专业，这些专业在学

科竞赛中会吸引来自各个高校及不同区

域人才的交流互动。由于赛事内容、参

与人员不同等因素，学科竞赛的内涵逐

渐丰富，在人才培养与流动合作中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学科竞赛与跨区域人才流动

的作用 

2.1平台作用 

2.1.1提供人才交流平台 

跨区域综合性竞赛的举办为人才提

供了一个交流平台。以2020年河北省工

程能力训练大赛为例，这场比赛在各个

分赛场均吸引了省内大量高校的积极参

与。从校际合作角度分析，比赛为高校

之间的教师提供了一次近场交流的机

会；同时不同高校之间的学生也实现了

交流互动，借助比赛的平台，实现了一

次大规模的科技人才交流。 

2.1.2提供学科合作平台 

科技人才分门别类，各类人才的交

流借助学科竞赛平台实现了良好的专业

融合。专业交叉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科竞赛

提供的竞赛题目往往也具有学科交叉

性，以“互联网+”竞赛为例，每年的竞

赛题目基本都涉及了金融、物流、机械、

网络等内容，为学科交叉融提供了一个

良好的合作平台。 

2.2链接作用 

2.2.1竞赛在专业教学中提供链接 

竞赛在人才交流沟通中起到了不

可或缺的作用，同时，高校近年来也很

重视与学科竞赛相关的教育教学。高校

的教学活动中有包含大量的竞赛案例

和竞赛元素。以“工程能力素质训练”

为例，实践活动中的“金工实习”与“先

进加工制造”均讲授了竞赛过程中需

要用到的知识。同时，各类理论课程

的教学中也穿插了许多竞赛案例和竞

赛元素。 

2.2.2在企业—高校中提供链接 

在学科竞赛开展的过程中，企业、

人才与高校教师进行了大量的交流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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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例如，企业为了推销高端装备，会

因满足竞赛需求而设计和优化出各类先

进的加工机床等；通过了解竞赛需求，

企业会进行创新和人才引进，高校参与

相关赛事的师生会作为企业的重点咨询

对象，甚至进入企业工作等；竞赛中的

专家评委、高校师生、一线工人等都处

于同一个“舞台”，为人才的思想碰撞、

交流沟通提供了对话平台。 

2.2.3提供政策方面的引导 

学科竞赛权威性、综合性的提升，

同样需要高水平人才的支撑。在招聘过

程中，高校同样也在寻求相关专业的人

才。政策在高校人才引进与互通流动方

面也提供了一定的便捷性，但是实践效

果表明，京津冀甚至河北省内人才的交

流沟通同样存在各种壁垒，尽管现实存

在人才流动的需求，但在实行人才流动

的政策中却存在各种问题。 

2.3问题发现作用 

由于高校综合实力的不同，学科竞

赛在赛事结果方面的差距甚是明显。这

也体现出了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之间的

高校在相互较量中的问题。学科竞赛从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科技人才的层次水

平及高校的综合能力素质，开展学科竞

赛的同时，高校尚需结合自身特点，进

一步完善短板，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 

3 学科竞赛在促进人才流动中

存在的问题 

3.1区域发展水平限制 

产业与人才的协同发展对于促进人

才交流与区域同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大量关于京津冀三地人才交流

互通机制的研究成果表明，区域发展水

平严重制约了人才的交流沟通。竞赛模

式下的人才交流可以作为一次人才流动

的机会，却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才交流

的目的。同时，学科竞赛的结果表明，

京津冀三地高校参赛的赛事层次、获奖

成果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随着更多人

才逐渐流动至优势区域，学科竞赛的成

绩也逐渐呈现出更大的差距。 

除京津冀三地发展差异外，河北省

内的人才流动也受到了区域发展水平的

限制。以省会城市石家庄为例，其高校

数量、参赛成绩远强于本省其他地方高

校，这也反映出了人才流动分布不均、

优势资源向特定区域流动的迹象。 

3.2人才政策交流限制 

学科竞赛多为省内开展的地方性、

区域性竞赛，参与赛事的相关人员多为

区域性人才。跨区域人才赛事指导存在

很大的困难，且指导的效率也不高。由

于人才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沟通交流受到

政策的限制，人才待遇、流动时效、资

源配置方面也都会受到影响。借助学科

竞赛经验，加强人才交流，充分做好战

略合作，促进人才流动，对于提升人才

办事效率和智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3.3待遇水平层次限制 

学科竞赛取得的赛事成绩经常被高

校视为职称竞聘、待遇提升、绩效奖励的

指标。由于自身政策建设的问题，不同高

校对赛事成果的奖励差距很大。许多科技

人才因受到政策激励也会存在一定的流

动。但是人才流动主要是向具备高精尖产

业及经济发达的区域流动，因此“强者恒

强”的局面呈现在不同区域的高校中，这

种现象普遍存在，也很难改变。 

4 结语 

学科竞赛的开展从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不同高校、地区之间的人才交流沟通，

但是也受到了许多限制。科技竞赛视角

下的人才交流沟通研究涵盖了常见的区

域人才沟通问题，同时也反映了学科竞

赛视角下尚待解决的问题。研究学科竞

赛视角下的人才沟通交流机制对于促进

人才交流具有积极意义，从学科竞赛视

角探索人才沟通交流问题，对于培养人

才创新、提升赛事质量和健全人才流动

机制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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