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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口迁移背景下的我国人才战略

陈　波

　　近年来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 ,各国

间的交往日益频繁 ,国际间人口迁移的数量大幅度

上升。随着新世纪和知识经济的到来 ,世界各国都

把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储备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到了

战略的高度。

一、我国国际人口迁移的现状

我国国际人口迁移虽历史悠久 ,但新中国成立

后 ,曾长期处于低谷状态。改革开放以后 ,国内外环

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公民出国渐多。同时因需要学

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公派了大量人员出

国留学。近年来 ,东部发达地区率先富裕起来的居

民出国或是送子女出国留学渐成风气 ,出境人员数

量急剧上升。

我国国际人口迁移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流入地

多为经济、科技、文化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主要是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加拿大等国。第二 ,

出国人员文化素质较高 ,多具有大学以上学历。全

国各地高校中硕士、博士研究生出国比例都不低 ,尤

其一些知名高校中技术性较强的理工科专业学生出

国比例更大。第三 ,出国留学人员有低龄化趋势。

近年 ,每年都有大量家长不惜重金把子女送到国外

去读大学 ,甚至是读高中。第四 ,高层次出国人员回

国率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境留学人员已有 40

多万人 ,目前大多数仍滞留于国外。

二、加快人才资源开发的重要意义

人才资源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中具有较

高综合素质的优秀分子。21 世纪 ,国际竞争的焦点

是人才 ,尤其是对掌握高新技术人才的竞争。加快

其开发进程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人力资源数量可

谓丰富 ,但对其开发中的问题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第一 ,人力资源总量丰富但质量低 ,结构不合理 ,高

层次人才缺乏。第二 ,人力资本投资强度低。第三 ,

没有形成合理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机制和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21 世纪 ,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科学技术已成

为直接、独立的生产力要素 ,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

着决定性作用。同以往传统经济相比 ,高新技术产

业成为经济的主体、先导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

并出现了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融合发展的趋

势。

21 世纪也是高新技术人才短缺的世纪。美国是

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地区 ,人才资源丰富。但前不久 ,

美国微软公司和 ICD 等两家市场调查公司联合进行

的一项调查显示 :2000 年美国新型 IT人才需求量为

160 多万 ,其中有 84 万个职位由于找不到技术水平

达标者而处于空缺状态 ;日本到 2005 年科技人才也

只能满足需求的 50 % ;欧洲信息技术专业人才的缺

口三年后将达到 170 万人。科技人才跨国流动 ,已

成为世界性潮流。我国人才流失相当严重 ,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员 40 多万 ,但只有三成

已回国。同时我国从事高科技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

师只有 149 万人 ,而且科技队伍人才明显老化 ,后继

乏人 ,已面临断层的危险。中国老龄委的一项调查

显示 ,2000 年我国 42 %以上的正、副教授和 50 %以

上的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农艺师将退休。我国将面

临着高科技人才青黄不接的严峻形势。

知识经济时代 ,人才已经成为创造财富时最为

稀缺和珍贵的资源。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

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

发展战略 ,必须依靠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引进国际

人才 ,加快我国人才资源开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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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的人才开发战略

近年来 ,各有关部门已经日益认识到人才在社

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认识到留学人员是我国

重要的人才资源 ,也制定了多种相应政策来吸引留

学人员归国创业。这些虽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仍然

需要改善环境 ,创造条件 ,吸引留学人员。

留学人员回国决定的做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在国外的经历自然会使他们把国内外的社会经济情

况进行比较 ,做出价值判断。经济因素对留学人员

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

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还不能给予留学人员足够的

物质刺激。因而大部分留学生在国外获得学位后并

不急于回国 ,而是先在国外找工作赚钱 ,等赚到一定

数量后才肯痛下回国的决心。社会因素是影响留学

人员去留的另一重要因素 ,留学人员普遍认为国内

社会关系复杂 ,内部消耗大 ,许多人表示对此不能适

应。因此 ,我们必须在吸引留学人员回国上下大力

气。

11 充分认识留学归国人员的重要作用 ,做到科

学合理地使用人才。留学人员以中青年人居多 ,一

般都事业有成 ,或掌握先进技术或具有先进的管理

经验 ,既通晓国内状况又熟悉国外行情。随着我国

加入 WTO ,这种复合型、外向型、开拓型的人才将更

加缺乏 ,同时他们也是各国竞相争夺的对象。我国

已有不少留学回国人员成为许多领域的骨干和学术

带头人 ,在专业技术队伍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改革不合理的人事制度 ,任人唯贤势在必行。

21 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良好的用人环境是吸

引和留住人才的关键。必须为留学归国人员提供事

业发展的机会和施展才华的环境。目前我国许多领

域在科研设施、经费等方面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

小的差距。落后的科研条件会影响研究成果的质量

和周期 ,对于这一点各有关部门也已高度重视 ,并从

更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强科研设施的改造和更新。真

正的人才必定注重事业的发展 ,而绝不仅仅看重物

质利益。所以硬件条件固然重要 ,但为留学归国人

员创造和谐的环境气氛更是不可忽视的。

31 切实做好留学回国人员的安置工作 ,帮助他

们解决回国后的实际问题。对回国人员能否安排妥

当 ,不仅关系到回国人员自身的感受 ,而且对国外准

备回国的留学人员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合理妥当

的安置可以使留学回国人员看到在国内发展同样有

着光明的前途 ,能够实现自身价值 ,从而使他们更加

安心地工作。反之 ,即使是已回国的人员也会通过

各种方式再次出国。

留学人员在国外往往已经拥有了较为舒适的居

住条件。所以 ,各有关单位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好

住房问题。另外 ,留学人员也十分关注子女教育问

题 ,所以有关部门要针对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

为留学人员子女教育提供良好的条件 ,以解决家长

们的后顾之忧。

41 做好各种宣传 ,加强与国外留学人员的联系。

要通过其国内亲友及原工作单位加强与国外留学人

员的联系。国内亲友是留学人员获得国内信息的主

要渠道 ,他们的建议和观点对留学人员归国决定的

做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目前留学人员的国内亲友

大多支持他们继续留在国外 ,因此我们还要下大力

气加强宣传 ,做好其国内亲友的工作。一般而言与

国内亲友及原工作单位的联系越频繁 ,接触国内的

信息就越多 ,越容易使留学人员做出较为全面的判

断 ,思想准备也较为充分 ,回国后也更容易适应国内

的生活。

51 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创办高新技术产业。留学

人员在国外学习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占多数。他

们中有不少人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发明创造或专利 ,

而我国目前在高新科技产业化方面仍较为落后。留

学人员在国内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在短时期内投资

少、风险小、回报率高的例子时常见诸报端。现在许

多大中城市成立的主科技园区中已有不少留学人员

创办的高新技术公司。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应在场

地、资金、政策等方面支持这些企业的健康发展。

(作者工作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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