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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化的发展刺激了科技人才的全球流动，并促使各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争夺高技术人才。本

文根据当今科技人才在世界各国之间流动的数据和各国引进高端海外科技人才的相关政策，发现全

球科技人才流动的新态势和新特点，分析导致科技人才流动的原因，为决策机构制定科学的人才政策

提供依据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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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是指在社会科学技术劳动中，以自

己较高的创造力、科学的探索精神，为科学技术发

展和人类进步做出较大贡献的人。科技人才的概念

包含四个要点：具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从事科学

或技术工作；具有较高的创造力；对社会做出较大

的贡献。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认识到科技资源的重

要性，科技人才被看作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我国政府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2006—2020 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均把培养造就高

层次创新型人才摆在重要位置 [1]。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特别强调：“一切科

技创新活动都是人做出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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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力。”总书记的讲话点明了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

活动中的核心地位以及科技人才在把我国建设成世

界科技强国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发端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得

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最为活跃的因素和

第一生产力，科技人才流动正是顺应这一潮流的产

物。随着对科技人才的争夺由企业行为上升到国家

战略，目前科技人才的国际流动呈现出日益复杂的

态势。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

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重点关注。因此，在科技创新

驱动经济发展的全球大背景下，各国都加大了对科

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科技人才的争夺。

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的关键阶段，其核心是推动经济增长由

主要依靠投资和传统产业驱动转向主要依靠科技创

新驱动。为了顺利实现这一重大转变，作为科技创

新的核心要素——科技人才，其规模、质量和科学

使用是重中之重。但是，目前中国科技人才总量虽

然很大，但高层次科技人才明显不足，特别是缺少

能够推动科技进步的科研领军人才和拥有足够知识

宽度和广度的通用型科技人才。我国高层次科技人

才明显不足，直接导致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

竞争力弱于西方发达国家。同时，其他国家，特别

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高水平

科研队伍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发达国家的科技

人才队伍中，海外华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所以，

研究科技人才全球流动的态势及其对我国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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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分析促进科技人才流动的原因，可以为我

国引进“高精尖缺”的科技人才、制定科学合理的

针对人才的政策以吸引全球高水平科技人才、提升

我国科技人才整体水平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1　相关文献综述

科技人才的全球流动对于各国的科技创新和

经济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国外学者对这

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并且已经出现较多的研究

成果。Ackers[2] 和 Meyer[3] 对全球科技人才流动的

历史进行了概述，而 Geuna[4] 针对全球科技人才流

动态势进行了详细描述，并从不同角度和维度分析

了导致科技人才流动的原因。针对某一个具体国

家或是某一个具体地区的科技人才流动问题研究，

国际上也有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Chang 等 [5]

回顾了改革开放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科技人才

流失的情况。Kanjanapan[6] 则对某段时间内亚洲和

美国之间的科技人才流动进行了分析。另外，世界

上主要国家政府机构和国际重要统计组织也发表了

许多关于科技人才全球流动的统计数据和报告，例

如，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7] 和联合国训

练研究所发表的《发展中国家的高技术人力资源移

民》[8] 等。

尽管目前国内关于科技人才全球流动的研究

成果不是很多，但是这一问题也已经开始引起理论

界的广泛重视。张瑾 [9] 详细考察了二战后英国科

技人才流失到美国的历史现象，分析了人才流失的

原因，进而讨论了英美两国人才战略的差异。杜红

亮和赵志耘 [10] 定量分析了各类人才国际流动的态

势，系统地梳理了国际上有关海外高层次科技人才

引进政策的实践与启示。邹晓东等 [11] 介绍了我国

各个地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并对这些政策

进行了比较。郑巧英等 [12] 系统地梳理了技术移民、

留学、阶段性流动以及人才回流、人才环流与共享

等全球人才流动形式及其影响因素，并针对我国如

何完善人才制度、利用好全球科技人才提出了政策

建议。赵丽 [13] 分析了美国科技人才流动的特点和

吸引人才的政策机制，探讨了美国科技人才流动较

快的原因。朱军文等 [14] 采用文献计量方法中的引

文分析方法、词频分析方法等，运用 CiteSpaceIII

软件，对科技人才国际流动相关领域的文献进行客

观定量的分析，并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此研究领域

的总体图景。另外，刘晓璨等 [15] 以“千人计划”

入选者为例，利用履历信息分析法，从科技人才的

年龄特征、学科分类、来源国家和学校、流动特点、

流入地区、任职情况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国际科技

人才的回流规律。许家云等 [16] 利用 CES 生产函数

计量分析，发现吸引海外人才回流的因素主要包括

中国国内工资水平、中国国内资本价格、国外收入

水平、海归回国付出的成本、中国失业劳动力总量

等。高子平 [17] 利用回归模型分析了海外人才回流

意愿与性别、年龄、学历、留学性质、职业发展情况、

与国内联系程度之间的关系。王春法 [18] 概括了 21

世纪前五年科技人力资源的全球流动情况和流动的

特点，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文主要从全球科技人才流动的数据出发，描

绘全球科技人才流动的新形势和新特点，进而结合

典型国家相关科技人才政策、全球经济新形势以及

文化背景等因素，分析导致目前全球科技人才流动

态势的原因。

2　科技人才流动的新态势及新特点

2.1　 世界主要国家科技人才流动的相关数据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愈演愈

烈促使了科技人才的大规模全球流动。2010 年到

2014 年，全球大量科技人才流向美国。其中，据

统计，2011 年取得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大陆人数为

87 016 人，2012 年 减 少 为 81 784 人，2013 年 比

2012 年减少 9 986 人，降幅为 12.2%，在这些移民中，

科技人才占相当大的比例。2013 年 , 来自中国大陆、

通过职业技能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人数为 20 245

人，占年度永久居留权总数的 28.2%，比上一年度

增加 2 041 人，比重提高了 4.9%。中国大陆赴美留

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并在五年之后留美国的比例近几

年也高达 90% 以上。中国科技人才流动到其他国

家的情况也是比较明显的，2013—2014 年，澳大

利亚共颁发了 19 万个永久居留签证，其中 14.4%

为中国人所持有，科技人才占了绝大多数 [19]。

目前，印度本土培养的研究人员有 40% 在海

外工作，其中海外科技人才有 75% 在美国。另外，

印度有大量硕士研究生出国（主要去美国）攻读博

士学位，并最终留在国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

·人才问题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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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自然科学、工程学和健康学

科学领域，每年大约有 5 000 名印度学生在美国大

学攻读博士学位，只有 5.2% 的学生拿到学位后回

国发展 [20]。

另外，调查显示，2013 年，美国的移民科学

家和工程师有约 57% 出生在亚洲，16% 出生于欧

洲，6% 出生于非洲，20% 出生于北美洲（不包括

美国）、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不到

1% 出生于大洋洲。而在出生于亚洲国家的美国移

民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出生于中国和印度的人数

最多 [19]。2014 年的数据显示，75% 的 H-1B 签证（引

进国外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签证）发给中国和印度

高技术劳工。美国的中国和印度留学生数量也远高

于其他国家。

在 20 世纪，除了极少数受他国政府派遣短期

来华协助中国进行建设的科技人员，基本没有外来

高水平科技人才进入中国。但是自 2000 年之后，

随着中国政府和相关机构对于科技人才越发重视，

特别是“千人计划”的实施之后，科技人才流向中

国的现象日益明显。截至 2014 年 5 月底，“千人

计划”已分 10 批引进 4 180 余名海外高层次人才。

2010 年到 2014 年，中国在外留学生回流比例逐

年增加，仅 2014 年，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就达

36.48 万人 [22]。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之间的学术人员流动也相

当频繁。欧盟许多高校或公共研究机构的学术人才

纷纷改弦更张，流向科研条件完备、薪酬福利丰厚

的美国。欧盟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在美国取

得博士学位的欧洲科技人才，70% 以上留在美国。

欧洲科技指标报告指出，整个欧洲约有数 10 万名

高级人才在美国工作。欧盟是英国最大的学术人员

来源地，同时也是主要的流出地 [23]。

2.2　各国有关引入科技人才的相关政策

在科技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全球主要发

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都特别重视高水平科技人

才在本国科技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加大了对

海外科技人才尤其是高层次科技人才的争夺，把吸

引科技人才作为一项基本国家科技战略，推出了一

系列引才政策。

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科技大国和科技强国，高

水平科技人才，特别是海外高水平科技人才，对美

国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各届美国政

府都非常重视吸引海外科技人才。为了获得急需的

科技人才，美国政府专门实施了 H-1B 签证制度，

颁发给至少具有学士学位并从事专业工作的人才。

持有 H-1B 签证的人最长可在美国工作 6 年，并且

美国政府还对持有 H-1B 签证的人申请绿卡给予便

利条件。目前，美国政府每年大约发放 H-1B 签证

8.5 万份，其中大约 2 万份发给在美获得硕士及以

上学位的科技人才。奥巴马就任期间，为了在全球

范围内进一步吸引和留住高水平的科技人才，美国

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移民制度改革计划，使合法移

民程序简单而又高效。

欧盟科技人力资源政策的发展与全球视野下

科技人才流动的进程密不可分。欧盟在 2007 年推

出的“蓝卡”计划，提出“蓝卡”持有者除了在某

些特定的福利方面与欧盟成员国公民有所差别以

外，在其他方面均享受接收国国民的同等待遇，

比如社保、就业和薪资待遇的权益。欧盟在其第七

研发框架下，还设立了“玛丽·居里行动计划”，

为处于职业生涯各个阶段的科研人员提供不同类型

的资助和奖励，到 2013 年，欧盟通过该计划为 1.4

万名研究人员提供资助。“玛丽·居里行动计划”

主要包括：构建科研启动期培训网络、推动终生学

习和职业发展、建立产学界合作伙伴关系、设立国

际合作经费（主要包括：出访学者奖学金、来访学

者奖学金以及国际科研人才回流资助），以及颁发

玛丽·居里行动奖励。

同时，欧盟内部各成员国根据本国的经济实力

和科技发展战略需求，也都制定了具有较强针对性

的引进海外高水平科技人才的政策，以吸引全球科

技人才。

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日本政府大力吸引海外优秀科技人才赴日本工作。

其中，日本政府委托日本学术振兴会实施“外国研

究人员招聘计划”，旨在吸引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

的优秀青年研究人员到日本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

研究工作。日本文部科学省则从 2009 年开始实行

“大学国际化网络形成推进事业”，选定国内优秀

大学，通过国际公开招聘的方式聘请外国教授到日

本大学任职。还有部分大学计划大幅提高外国教师

的比例，扩招留学生以及增加用英语授课的课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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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中国目前正处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阶段，为吸引海外科技人才（特

别是华裔）回国工作，2008 年由中组部牵头启动

了“千人计划”，目的是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

引进国家紧缺的高层次海外科技人才。该计划不仅

给入选者提供非常丰厚的待遇，也在入选者及其家

属出入境等方面提供便利。另外，为了更好地吸引

高层次海外科技人才聚集本区域，很多省份也出台

了相应的引进海外人才政策的措施，为本地区的科

技发展和创新体系招贤纳士，例如，上海市的“上

海千人计划”，江苏省的“创新团队计划”和广东

省的“孔雀计划”。

印度历史上科技人才流失的情况也非常严重，

但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印度政府已经意识到

科技人才的重要性，开始重视海外科技人才，并推

出了一系列吸引海外科技人才的相关政策。印度于

2012 年开始推出“海外印度人卡”计划，其本质

是一种移民签证，旨在允许居住在国外、拥有外国

国籍的印度裔人士长期来印度居住。另外在同一年，

印度政府中有关部门还推出了“学习印度”计划，

目的是为海外印度裔子女提供进入印度高校进修的

机会，同时印度政府还为入选者提供基本生活费和

差旅费。

2.3　当今全球科技人才流动的新特点

根据上述有关目前全球科技人才流动态势的

相关数据，从整体上来看，人才流动具有以下几个

特点：

第一，科技人才流动的总体趋势仍然是从发展

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并

且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科技人才接收国和世界科

技人才的制高点，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是科技人才

全球移动的向往目标，但是欧洲各国对于科技人才

吸引力相对较小。

第二，部分专业和领域的科技人才，特别是海

外留学生，已呈现出回流的趋势，即从欧美等发达

国家回流到新兴经济体，诸如中国和印度等。同时，

目前也出现了部分科技人才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

流向新兴经济体的情况。

第三，全球科技人才流动目前出现了新的形

式，很多高水平科技人才已经采取阶段性流动的方

式为非所在国工作，例如，短期入境（即在一定时

间内定期从一国流动到其他国工作）；另外合作研

究（即科技人才通过与其他国家相关科研机构的合

作来间接实现为其他国家服务），也是近些年来的

一种新型人才流动模式，并且这种模式最为快捷灵

活，成本与风险也相对较低，因此受到科技人才的

广泛欢迎。

第四，全球科技人才环流和共享的态势已经初

步形成。目前，部分科技人才对于国家的选择不是

那么挑剔，并且随着资本全球流动的加剧、全球分

工协作的细化、国际产业的转移以及跨国公司的崛

起，科技人才环流与全球共享已经初步形成并成为

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科技人才会跟随工作机会在

全球不同国家之间不停地流动，并不在某一国内长

期居住。在一国居住和工作的同时，科技人才还可

以以各种形式为其他国家服务，或与其他国家的相

关科研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向其他国家传递最先进

的技术和经验。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我国目前科技人才回

流已经初具规模，并且还有大量科技人才通过短期

入境和合作研究等方式直接或间接为我国的科技创

新服务，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流入的科技人才与我

国流失的科技人才之间的差距仍然非常大，我国仍

然是全球科技人才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3　科技人才流动原因

科技人才的全球流动呈现出上一节所讨论的

复杂态势，可以认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

本文认为主要是以下五个因素的共同作用。

（1）当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

实力和科技水平仍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发达国家

能够为科技人才提供较高的经济收入，保证科技人

才及其家人具有较好的生活质量以及子女能够受到

良好的教育。同时，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能够为科技人才提供科研所需的仪器和设备，以及

保证充足的科研经费。

（2）当今大部分发达国家同时也是科技水平

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大部分顶尖科学家也都聚集

在这些国家中。因此，发达国家的科研环境相对较

好，并且科技人才特别是研究前沿方向的科学家能

够及时获取最新的信息与研究成果，方便与世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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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以及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人力成本的差异，越来越多的高技术跨国

公司将生产基地甚至是研发基地从发达国家移向了

发展中国家，随之吸引了大量科技人才从发达国家

流动到了发展中国家。

（5）部分从一国流出的科技人才，特别是从

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科技人才和留学生，由

于对目前居住国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不适应，或是具

有强烈的报效祖国的思想，在国外工作或学习一段

时间之后，返回祖国进行科研工作。

4　结语

综上所述，当今世界科技人才流动的具体特点

丰富多样，流动的规模与方向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另外，导致全球人才流动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涉

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科研环境等各个

方面。

科技人才，特别是高水平的海外科技人才的全

球流动给我国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挑

战，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考虑进一步分析全

球科技人才流动对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并

为决策机构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吸引更多的

高端科技人才服务于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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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tates and New Features of Scientific Talent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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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lobal mobility of scientific talent is caused by globalization.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compete for talent intensel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new states and new features of the global mobility of scientific 
talent based on the moving-in and moving-out data and the oversea talent policies of typical countries, and also 
analyses the reasons for talent mobility. Above theoretical results ar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hinese government 
making reasonable talen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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