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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人才国际性争夺及我们的对策

王 承 英

! ∀ 年代末开始
,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

家
,

为保持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

正

在以各种方式加快与其他国家争夺科技 人

才
。

认真地分析和研究国际间科技人才竞争

战略
,

并据此提出我们可行的竟争对策
,

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

一
、

全球人才短缺
,

科技人才

的跨国流童加大

进入 �∀ 年代
,

在迎接 #� 世纪技术挑战

的同时
,

美
、

日等发达国家面临着科技人才严

重紧缺的局面
,

特别是高水平科技人才的短

缺
,

已成为发达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主要

障碍
。

据美国全国科学基金会统计
,

到 �� � ∃ 年

美国将缺少  
%

& 万名受过科技训练的大学

生
。

到 # ∀ ∀ ∀ 年
,

化学
、

生物
、

物理等学科的科

学家和工程师将缺少  & 万
,

到 #。。∃ 年
,

将缺

少 ∃ ∋ 万
。

另外
,

从 � � � & 年到 # ∀ � ∀ 年
,

美国每

年将缺少 � ∃ ∀。名具有博士水平的科学家
。

日本科技厅 � � � ∀ 年 �� 月公布一项调查

报告
( 如果 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 ) ∗

 +
,

那么到 # ∀ ∀ & 年
,

将缺少研究开发人员

)∃ ∗ &� 万人
。

到 # ∀ ∀ ∀ 年
,

软件技术人员将缺

少 � ∃
%

& 万人
。

法国高等学府全国委员会认为
,

在未来

的 #。年中
,

法国对工程师一级的技术人才的

需求
,

将从目前的 �∃ 万增至  ∀ 万
。

而法国的

学校每年只能输送 �
%

∃ 万名这方面的人才
。

加拿大到 � � � & 年将盘缺 , 万名教授
,

占其目

前总数的 � −)
。

英国
、

德国也都同样面临这样

的困境
。

在本国教育部门不能提供所需要的

合格人才的情况下
,

发达国家只好继续从发

展中国家那里争夺大量的紧缺人才
。

在 �∀ 年

代至 # �世纪
,

吸引优秀的人才资源将是促进

科技高水平发展
,

刺激经济不断增长的最有

效的措施
,

在这场以高科技为原动力的经济

竟争中
,

谁能争取到更多的人才资源
,

谁就会

在
“

世纪之战
”

的竞争中占有优势
。

因此
,

以美

国为 首的发达国家
,

正在发动一轮新的争夺

人才的攻势
。

在这种攻势之下
,

科技人才的流 向出现

四种局面
(

一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较发达国家和发

达国家
。

据联合国开发总署统计
,

目前发展中

国家在国外工作的专业人才已达 &∀ 万人
,

并

以每年 �∀ 万人的数字递增
。

其中亚太地区人

才外流最 为严重
。

印度每年外流的高科技入

才达 ∃ ∀ ∀ ∀ 余名
. 土耳其平均每年损失 ) ∋∀ 余

名专家
.
菲律宾培养的专门人才有 �#

%

) +移

居国外
.
我国的台湾省在近 �∀ 年中

,

平均每

年有  ∃ ∀ ∀ 多名大学生毕业后流往发达国家
,

其中返台的仅占 / 纷
,

台湾的科技人员移居

∃ ∋



美国的共 尽万客人
. 目前在国外定居

、

工作和

学习的埃及人共有 ) &∀ 万人
。

据统计到 � � � #

年
,

阿拉伯国家因人才外流造成的损失高达

� ) ∀。多亿美元
。

另据世界银行统计
,

近 �∀ 年

中
,

美 国接受的 &∀ 万名专门技术人才 中有

) ∋
%

& 五来 自发展中国家
,

其中
,

』及+来自亚洲
的发

撇珊
。

墨展叮
髓孤承澎黄量旅冲

入英国
、

法国
、

西 沈
%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

及一些东欧国家
。

二是较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
,

较发达
」

国家一方 面从发展中国家输入人才
,

另一方

面又 向发达国家输出人才
。

据澳大利亚研究

生协会调查
,

该国的研究生外流人数正以每

年加环的速谭0增力即仅工�时序就有 仙写的

审雄科岸研究曳毕黝后外晰愁.却拿大碑
,

面 ,晦

类似如卿题、 (
气
、

卜 一丈
一

拼
「

一 厂一
抉月草是苹枣国家城脚西方国家, 握苏掷 民

族曝声纷妙
,

保”邻东头声个月电
,
全苏联

装春玛立不水被获准到卿陡局其中
 

、

!

互衣至晒每今足互衣专了娜1鲁烈
,

肠∀∀ 人去

舞国定居 祁切2内橇入希腊
,

访聋3入沐部分

是忽识分子
茹
东欧国奉参才外流终根严重

。

乡丹是葱雄国家派向功救最发达国家
( 由

4

干舞粤, 捧屠从两鸽释月水等粤(界取子高薪聘

遣积摄高科研蜂费等办捧
·

鬓傅打些发达国

家的科辣人才的幼流 日趋严零
‘
姆欧共体二

乍专家幽举的垠专
、

”似 年由井回终成员国

流向美国的科技 人员为 � ! ! 人谁妙公年则

年升别(终钟 人 、汽当年流入美国秘技人员总

数的 �  +
,

其中以英国人才流失最丙严熏
。

‘

竭舞国科息摹舞合雏计毋入水士年代以来
·

莱熠势铸娜失苟高纵人才辑雄水叩5 人 ,
6

有

�。写的不到子美国
。 、

莱国鼻客学会中英藉会
员现有子州 左右在国夕卜工作

、
一

牛津大学二位

教场工抽找伐们每个领梦都失去
.

子  , & 名最

表淘的科学家、

粼了正在失去指择者
。 ”

·

、
、

响珍可见
,

因为全球人才短
一

缺
,

科技人才

外派是代
7

种普遍现豁发展中国家在在
,

发达

国家也费在
、

面尽瘫量越来越大 、并呈明显的
“、

衣抹高处走燕雏趋势
。 ,

6

.
卜

⋯
% ,

∃ !
、

二
、

时不我待
,

发达国家巧施

国际性人才争夺战略

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
,

在普遍感到
,

熬
井诚

攻紧缺的

福拨惫
几憋外舌臂
术龚#参 】热从入育

二

况人

8一 1进一步加强教育事业
,

加速人才的

培养和开发
。

美国总统布什上任伊始即表示

要当一名
“

教育总统
” ,

表示把美 国未来的希

望寄托于人才培养
。

美国在 ∋∀ 年代 已着手进

行一场理工科教育的改革
,

从教学 内容
、

教学

方法等方面作了许多新的探讨
。

近 #∀ 年来
%

酉友兴解的
“

终身教育”和熬育妇,跨体改革
”

被认为晕哪续龟却育倡想改孪的熏奔杯声神美
。

法穗和
·

扫本等国迅速兴起的月不业大邻又叫
短期大学更就异肩等教有体制稗葛拍书种尝

试
、

他似称之券经济发展鲜
‘

秘声武器”
,

这种
教育投资少

、

卿熬珍
、

可以为在职而不熊适应

工作的人员接受实用型的技能创造 条件
。

日

本 自
,

� �社

革
”

%

也是

所宣布韵半第三次教育哥本系总改

括造包
�

创

年明
终身熬育常目

�

坪户勺
现和选拨

“

尖子
”

人才
,

建立鼓励

注意发

的研究

评价制摩的桨铆制霉等 ’! 旦本还制定了吸收

海外人才的姆涵健略
、包括用研

⋯
究基金吸弘

外国专家到助本再作
,

象兼并外国企业那样

收买
,
并吞夕瞩的尝校等措施

。

巨本政府和企

业通过多种途径使创造发明教育进家庭 , 社

会
、

学校 !政府李伞业科稗研
气

触琢具提做无息

货款 气建立
,

了数以百计鲍
“

屏期日发明学校
’、

使日本发明成果居世界第
一

二位
。

⋯
! 丫

、 一

∀二 #提高工资标准
,

∃

增粗福利待遇
、用优

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吸引人才
、

西方国家经济
科技发达

·

典活本平较高
, 他们

·

眯此为法宝
,

广续进行金球人才诱夺
, 卜
他们木力宣传本国

条件为 ,世界最娜
、
便于高姆知识分子学习

·

工作和生活
,

有利于 出人才
、

出成果
,

具确实

使特殊人才能获取特扰报酬
, %

在羌国
,

尝位越
高的人收入就越高

。

博士学位者
·

平均月
一

收入

邓&∋ 美元
,

硕士学位者 娜邓
(

美元
,

学士学位



者 � 韶 ∋ 美元
,

协士学位者 �  & ! 美元
,

职校毕

业者
一

�曲! 美元
,

中学华业 �脚 美元、 美国
一

科

学基金会有过匕次调查
,

发展中国家的科学

家‘年收人很难越过 )81 面 黄无
、而美国科学

⋯
家的中等收入即可达至少�惑。∀∀ 美元以上

。

这

种个 人经济利益上的差 别具 有很强 的吸引

力
。

泰国 �� ! � 年  月专门派出一个 ∃ 人小组
到美画苦赫奋睿囊画撇

,

仲斌荟觉尔公
。名

留美泰国人
,

这些人都在它百斗 9岁之间
,

一

般在美 �∃ ∗ #∀ 年
,

其 中 ∋∀ +的人留在美 国

的原因是奥国的收入高
、

孩字能受到良好教

.育以及美画科技先进等等“美国吸劝人才、不

仅凭优厚待遇 自然吸引
,

而且运用许多巧妙

手法引夺
。

�吟汀年枯井位世界著名的前苏联

夭体物理学家简他的夫人到了 白内瓦
,

他的

夫人是知名的物理李象
。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尽誓傅用了这位夭体物理学家
,

却没有为他

的失大安排里作
。

美国斯坦福大学获悉后
,

立

即为这对夫妇提供了职位 (这两位料学象因

而离开了
‘

日内瓦而封了斯坦福大学
,

此时欧

洲有关部门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已的失策 公

「
一

白本‘些公司为 了从美国挖取科技人

才
,

在美国四处活动
、,

并私下同美国最杰出的

专家接解
,

用高工资
、

允件他们申请专利等手

段拉拢和吸引美国专家
。

白本在工资方面开

出的价码是很有吸引力的
,

它付给的美国高

级研究人才的年薪 #& 万
%

美元
,

刚
‘

毕亚的博士

研究生为学万美元
。

这要比美国的大学和研

究所提供的最高工资还多 幼‘加究夸白本通

产省还设立了国脉科技合作奖励基金飞强调

外国科学家熟日本参加高技水合作研究给予

补
几

助和奖励
。

日本认为
,

在未开拓的尖端技术

领域里
,

聘请一位外国的优秀研究人员
%

其效

果相当牛派遣
. #∀ 名本国研究入员 出国进修

。

为此少日本情愿向引进的研
(

秃人员支付高达
# ∀∀ ∀ 苏 日元的薪金 .该丽强对高枝术领域的

研究
,

�� � � 年日本还向美自盔噜午、项协

是
、由日本出资诵。。万美充

,

邀请美国科李家

和士程师到旧本从事研究工柞 .
’

4

一 〔
、

三 1
’

增加
【

料技扮资
%

创造 良好的科研学

术条件沁吸聚优秀梆技人才
。

当今世界科技领

域
,

以美国 . 白本凡西欧方
“

第气方阵咚
,

它们在

世界料技领域占明显优势沐其伺的竞
一

争也最

为激烈
,

美 国政府在 � � � # 财政年度预算中伐

研究发展经费沽”∃ 亿美先 矿比
、

:御;年国会

批准额高 �%) +李美国通过提供科研资助.合

作研究
、 、

访向方便等条件手大量吸收他国科学

家. 如美国政府出资 今方美元
,

雇用独联体的

,<� 石名核能专家为美生作
、

为向美国竞争称大

力增加科
(

技投人
,

日本政府身前的科技投人

已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 )+
,

宜企在卖施种研

国际化政策
,

决走开放政府实验室、吸教外国

科学家来日本参加单卜研落 甘本科技厅也作出

国内研究机构积极接纳前苏联料技人才的决

定
。

目前大约 士曲∀∀ 尹名夕卜国科学家在臼本从

事长期性研究主彬户 节
6

一华 ( 4
4

, 一

〔四 1推行奖励制度
‘

、
一

许多发达国家对科

技人员不但设立了多种奖励脚度
,

还有不少

临时奖励办法
、
美国设立了种技奖励制度笼如

最高科学荣誉奖和国家技术奖
、

艾伦
·

沃特

曼奖
、

青年探索者奖等
,

民伺李术团体也设立

了多种奖励制度乡英国皇家学会设有最高荣

誉奖章月柯普利奖章及两种金质奖章等
.法

国国家科研中心设有科技人员金质奖反银质

噢和铜质奖兰种荣誉性奖
‘

端典设立以诺贝

尔命名的发明奖
,

最高奖金为� 。万克朗
.
一

日

本各级政府和 民间团体的奖励制度达数十种

之多
、
政府设有科技有功人员表彰抓科技功

劳者表彰0解究功绩者表彰《科技振兴劝绩者

表彰等荣誉奖 扩决间团体的奖励形式非常活

肤
「

、
奖励兼有荣誉奖和物质氮匈牙利设有国

家
“

苏科特
,,
奖金

、

创造发明基金
。 4

�

一
厂

·

除了奖励制度外
,

许多国家还采嫩 ,擂时

奖励措施
,

激发科技大员的创造积杨隆
。

西欧

一些国家的科研机构在半年室两年时间内给

有成绩的科技人员增为少�吞瑞的士资
、还

一

以分

红利的方式奖励他们
一

,
英窗的牛津大学和剑

桥大学为高科技久员设立”功劳奖
”、东欧拼

些国象对研究所的科技人员果取兰位车体的

奖励办法
一

,

即刺激基础研究的完成
%

鼓谕科技

石�



人员以最快速度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
,

保

证奖金数额同实际研 究成果效益挂钩
,

给予

参加研 究开发与成果推广的科技人员提成

奖
。

8五 1激发青年人的创造热情
。

青年科技

人员正处于科学研究的最佳年龄区
,

最富有

创造性
,

最易出成果
。

他们对今后科学技术的

发展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

他们是人才外流的

主要对象
。

许多发达国家从政策
、

科研环境和

条件诸方面采取措施
,

培养
、

激发青年科技人

员的创造积极性
。

美国通过制定专门奖励育年科技人员的

制度及计划
,

培养
、

激励他们的工作热情
,

国

家基金会诉立的沃特曼奖
,

获奖对象主要是

活跃在美国各学科前沿
,

并有杰出成绩的青

年科学家
。

获奖者可荣获沃特曼奖章
,

并在 #

∗ ) 年内得到最高可达 &∀ 万美元 的奖金
,

�� ! ) 年国家基金会设立了
“

总统青年探索者

奖
” 。

� � ! ∃ 年
,

国家基金会设立了
“

工程创造

奖
” 。

英国皇家学会在英国大学设立了大学研

究基金
,

为 )) 岁以下的年轻研究人员提供任

期 & 年又不承担教学任务的研究职位
,

还决

定对研究生增加津贴
,

让有才华的学生选择

自己的研究课题
,

让研究生有机会参加各种

学术会议
,

允许欧洲各国的公司资助英国的

研究生
。

德国政府和科研机构为青年科学家提供

机会
,

实施了多种专门鼓励
、

资助他们的人才

发展计划
。

� � � � 年
,

为 �# 名育年科学家提供

了 ) ∀ ∀ 万马克的专项研究资助经费
。

德国研

究技术部制定了作为
“

生物技术∗ #。。。
”

一部

分的
“

赫尔曼
、

冯
·

黑尔姆霍尔茨计划
” 。

该项

资助计划将分 & 年实施
。

受到资助的育年科

学家都是在国外至少工作一年后回国的
,

这

些研究资助经费将使他们能很快在国内进入

正常研究轨道
。

目前
,

已有 ! 名青年科学家获

得该项计划的资助
。

马
·

普学会在全联邦对

青年科研人员进行公开选拔
,

被择优录用的

入选者进入研究所后
,

学术上有充分 自由
,

不

∋ 5

受论资排辈等诸方面的限制的束缚
。

马
·

普

学会设置了专供优秀青年科研人员使用的实
验楼

,

还设立了
“

马
·

普学会研究奖金
” 。

� � � ∀

年已有 �∋ 名德国青年科学家和他们的外国

合作伙伴首次分别被授予 � ∀ 万马克的该项

基金
。

三
、

面对国际性人才争夺战
,

我们应有得力对策

由于国情不同
,

一些国家对缓解人才外

流的对策的选择也不尽相同
。

我们认为
,

在选

择相应对策时
,

应把握如下原则
(

第一
,

要确

定导致本国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
,

对症下药
.

第二
,

吸收人才回归要有步骤
、

有重点
,

使有

限的经费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
第三

,

在防止人

才外流时
,

要尽量避免采用强制性措施
,

注重

长期效应
。

从我们中国 目前的国情出发
,

可考

虑采取以下几条对策
(

第一
,

争取国际性配合
%

8�1 争取同一些

国际组织制定一些知识回流计划
,

为我国在

国外工作的人才回国创造条件
,

促使更多的

外流人才回国工作
。

8#1 成立相应的人才开发

机构或国际人才竞争组织
,

争夺世界人才
。

一

方面通过这个组织有计划地争取更多的外流

人才回国 . 另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
,

通过各种

可能渠道和手段争取更多的外国科学家来华

工作
,

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
。

8)1 积极呼吁有

关国际组织建立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国际调

节机构
,

以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

发展

中国家之间要积极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和交

流
,

建立一些国际合作项目
,

共同吸引专业技

术人才回归
。

第二
,

吸引人才回流
。

8�1 建立外流人才

信息库
,

全面掌握旅居国外的专业技术人才

的各方面情况
,

尤其是学术技术专长和工作

情况
,

以便有的放矢地吸引人才回归
。

8#1 制

定吸引外流人才回国服务的专项计划
,

并建

立相应的专项荃金
。

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的实际需求
,

有步骤
、

有重点地吸引人才回国



服务
,

把经费用到吸引国家最急需的专业技

术人才回归上
。

8)1 在本国外流人才比较集中

的国家和地区设立人才招聘机构
,

与外流人

才保持经常的联 系
,

给他们提供有关祖国建

设以及可能得到 的职位的信息
,

组织他们回

国参观和进行短期服务
。

8 1 以招标方式吸引

外流的专业技术人才承担或参加本国的科研

项 目
。

这样
,

一方面可充分利用他们的才智和

专长
,

另一方面
,

可借助他们在旅居国的部分

科研条件和设备
。

第三
,

创设良好的环境
。

8�1 以特区和高

新技术开发区为前沿
。

结合实际
,

有针对性地

吸收各方面专业人才
。

相比较而言
,

特区和高

新技术开发区的各种条件和工作生活环境都

好于内地
,

距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小
,

如果我们

再对内部条件加 以完善
,

对国际人才是很有

吸引力的
。

我们利用这个条件
,

作为引进人才

的二传地带
,

会成功的引进更多的国际人才

来华工作
。

8#1 下大力量改善国内人才培育环

境
。

对国内有发展前途的科技人才要提供特

殊优越的工作环境
,

在政策上给予多种优惠
,

创造一种称心如意的工作生活条件
,

使更多

的人愿意留在国内工作
,

减少人才外流
。

8)1

在国内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尤其是要加

强对知识份子的爱国主义教育
,

激发广大知

识分子的爱国热情
,

使每个知识分子都愿为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8 1 切实贯彻好党对

知识分子的政策
,

创造出真正尊重知识
,

尊重

人才的社会环境
,

让全社会都来关心知识分

子
,

提高知识分子的经济
、

政治和社会地位
。

第四
,

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
。

8,1 采取适

当的行政措施
,

防止人才外流
。

由于我国还不

富裕
,

大幅度提高知识分子待遇还不现实
,

所

以有必要采取适当的行政措施
,

阻止人才的

外流
。

8#1 对申请出国留学和工作的专业技术

人员
,

作出有关在本国服务年限的规定
.对国

家派出的留学人员的学科专业作出较严格的

限定
。

第五
,

建立留学人才市场
。

在人才市场的

市场体系 中建立
“

留学人才市场
” ,

专门负责

留学人才的市场交流
。

由于
“

双向选择
”

的原

则在留学工作中早 已实行
,

建立 留学人才市

场有 一定的基础
。

它的建立
,

将不仅可以推动

留学人才工作的发展
,

而且
,

留学人才的特点

决定了它可以为人才市场与国际人才市场的

对接发挥积极促进作用
。

留学人员还可通过

人才市场为国内引进
、

外派人才提供服务
。

做

为政府的管理部门
,

可通过制定法规
,

对留学

人才市场进行规范管理
,

加强宏观控制
,

弱化

直接管理职能
。

通过政策引导保证国家重点

建设对留学人才的偌要
。

留学人才市场也可

以不断地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赋予新的 内

容
。

如不仅可为留学人才择业提供服务
,

也可

为留学人才创业服务
。

第六
,

调整教育结构
。

根据我国经济
、

科

技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

制定科学的人才

培养计划
,

纠正教育发展中的失误
。

在经济尚

不发达的情况下
,

将教育投资的重点放在普

及基础教育
、

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继续工程

教育上
,

适当调整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

和发展速度
,

有效地减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专

业技术人才的失业人数和学非所用人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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