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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国大陆海外留学人员是海外华人华侨专业人才群体中的生力军。其中自费留学人

员中的高端留学者 ,是海外华人华侨杰出人才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海外华人华侨高科技专业

人士主要集中在美国等发达国家 ,这些华裔高级人才涵盖了所有专业和学科。进入所在国主流社

会的海外华裔专业人士 ,正在改变所在国华人圈的文化层次、经济结构和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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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世纪是人才和科技竞争的世纪。而人才的

竞争 ,将集中体现为知识型人才和企业家人才的激

烈竞争。为此 ,深入研究、全面分析海外华人华侨专

业人才的现状 ,关系到如何充分发挥海外华人华侨

专业人才在“中国和平崛起”中的特殊作用 ,这对于

正在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很有现实意义。

一、　中国大陆海外留学人员是这个
群体中的生力军 ,自费生是重要资源

　　海外华人华侨专业人士的人员构成主要有三

大块 :一是出生于海外的华人华侨专业人士 ;二是台

港滞留海外的留学生或是从台港移居海外的专业人

士 ;三是中国大陆滞留海外的留学人员或技术移民

海外的专业人士。

以海外华人华侨专业人士最集中的美国为例 :

在非美国出生的华人中 ,有一半来自中国大陆 ,23 %

来自台湾地区 ,13 %来自香港地区 ,其余来自东南

亚、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1 ]可见 ,中国大陆海

外留学人员和技术移民是这支队伍中的主力军。

据 2000 年 8 月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 :旅居国

外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约有 60 万 ,其中相当一部分

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通过各种途径出国留学 ,学成后

留居当地的新一代华人华侨。他们当中 90 %以上

有硕士以上学历 ,有 10 万名是博士。[2 ]“他们或在国

外大公司、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工作 ,或在国外自办

企业 ,或几个人相约回国创业 ,或与国内企业合资合

作发展事业。”[3 ]“许多人在我国目前人才匮乏的领

域 ,如高科技、网络及金融企业中任职 ,直接投身于

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和科技活动中。”[4 ]总而言之 ,以

中国大陆海外留学人员为主体 ,已经形成了科技人

才的“海外兵团”。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是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前

从中国大陆出国留学的 ,人们通常称为“老留学生”

或“上一代”大陆留学生 ,而此后出国的则称为“新生

代”或“新一代”大陆留学生。这些称呼已经明确地

将这两个不同阶段出国留学的中国大陆留学人员从

时间上区分开来。实际上 ,他们之间的差异 ,不仅表

现在专业的选择上 ,在择业观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区

别。新生代留学生选择最热门的专业是 :商业与管

理 (20 %) 、计算机科学 (19 %) 、工程 (15 %) ;在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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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弃理从文、弃文 (理) 从

商 ,上网单干或下海回国”。这是“老留学生”无法比

拟的。不过 ,正是由于“老留学生”择业观的单一化 ,

使得“老留学生”读博士后的人数远远高于新生代留

学生。这就使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专业人士中来自中

国大陆的学人 ,也以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为分界线 :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前出国留学的旅外中国大陆的

学人 ,长期从事科研和教学者居多 ;20 世纪 90 年代

初以后出国留学的旅外中国大陆学人 ,则既有从事

科研和教学的 ,亦有从商的。

有专家认为中国大陆尚在海外的几十万专业人

才 ,大致上可分为三类人才 :一为“尖子人才”,是指

在专业和学术上有所建树 ,或掌握关键技术并有所

创新 ,有较高学术知名度 ,能带领一支团队 ,有较大

社会影响者 ;二为“优秀人才”,是指在国外尚未取得

永久性职位 ,处于向永久性职位发展 ( Tenure Track)

阶段的人才 ,包括一部分已获得博士学位仍在做博

士后研究、成果出色、产出颇丰者 ;三为“特殊人才”,

指中国大陆发展所急需的专才。[5 ]

必须指出 ,自费留学生构成中国大陆海外留学

人员的主体 ,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教育部提供的

数据表明 :在出国留学生总体人数每年明显增多的

同时 ,自费留学生的人数也相应地明显增多。2002

年度 1215 万的中国大陆出国留学生中自费留学生

的比例高达 94 %。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大陆重要的

海外人才资源。为此 ,着重研究中国大陆自费留学

生中的“高端”,即本身在国内本科毕业或有更高学

历 ,到国外继续深造者 ,显得特别有必要。因为他们

当中大部分是中国名牌大学的优秀在校生或毕业

生 ,凭着优异的学业成绩 ,获得国外名牌大学的奖学

金 ,加入自费留学人员的行列。他们与中国大陆公

派留学生相比 ,在学历层次和质量上绝不逊色。

以北京为例 ,据北京市教委证实 :2001 年 ,北京

有5 919名公民办理了出国留学手续 ,其中 70 %是大

专以上优秀在校生 ,涉及4 100多人。其中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学府的四年级本科生居多 ,大约

有 2 000 人左右 ,年龄多在 22 岁左右 ,大多数学业非

常优秀。其中北京大学化学系应届毕业生中有

70 %办理了出国手续 ,清华大学电子系也有一些热

门专业学生出国留学。留学地多为美国。与低龄留

学生不同 ,许多大学生已取得国外直通博士的奖学

金 ,节省了大笔的学费。[6 ]至 2003 年 6 月 25 日止 ,

中国科技大学 2003 年已有 425 名本科学生获准自

费出国深造 ,是历年来人数最多的一年 ,出国学生占

本科毕业生人数的四分之一。在正常毕业的学生

中 ,该校出国人数比例达 32 %左右 ,其中材料科学

和工程系的学生出国比例最高 ,达到 75 % ;物理系、

生物系、化学系、少年班出国的比例都在 50 %以上。

这些学生分别前往美、英、加、日等国家和地区名校

深造。[7 ]

每年能够拿到全额奖学金或半额奖学金出国学

习的中国留学生约 2 万人 ,以法国为例 ,“在自费生

中有 40 %的人员来法时已经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其

中存在着很多出现优秀人才的潜在因素 ,自费生中

的高层次人才脱颖而出的趋势逐渐显现”。[8 ]然而 ,

正是由于他们是自费留学生 ,学成回国服务不是他

们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 ,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定居在

国外 ,有的取得了“绿卡”,甚至加入了定居国的国

籍 ,成为外籍华人。

从国际人才资源的角度上看 ,这类“高端”自费

留学者 ,是中国大陆应该积极争取的“双向流动”人

才。道理很简单 :一是近几年在每年出国留学的人

员总数中 ,国家公派留学生所占的比例正在逐年减

少 ,大致在 0127 万人左右 ,而每年 2 万左右的“高

端”的自费留学者 ,无论是质量或是数量都绝对不是

可以轻易忽视的 ;二是近几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在

一定程度上存在质量下降的倾向 ;三是近几年国家

公派留学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脱离国家急迫需要

的倾向 ,如高级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具有跨学

科知识和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等 ,不仅在派出人员的

数量和层次上 ,而且在派出人员的学科结构方面都

有脱节现象。当然 ,“要解决国家高级人才 ,尤其是

具有国际知识和经验的高级人才紧缺的状况 ,在今

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仍然需主要依靠国家公派留

学”[9 ] 。

二、　高端人才和顶尖人才主要集中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

　　全球华侨的人才库集中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

国家。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等经济和科

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集中了至少 163 万来自中国

的高素质专业人才[10 ] (P195 ,P175) 。如果再将老华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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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新生代计算在内 ,海外华人华侨中的杰出人才

的准确数量难以统计。仅在美国 ,就有 45 万名华人

华侨专业人士。[11 ]例如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

室 ,就有 300 名来自大陆和台湾的旅美科学家。[12 ]

美国现有 40 万集成电路设计人才 ,其中有 4 万是华

人。[13 ]2002 年 ,在美国华裔科学家或工程师的人数

已超过 15 万人。[14 ]

据不完全统计 ,到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有一半

以上在美国。据了解 ,“1985 年以来 ,清华大学涉及

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有 82 %流向美国 ,北京大学的

比例为 76 %”[15 ] 。仅仅是中国科技大学在美国就有

校友7 000名。正如香港摩根士丹利执行董事谢国

忠所说 :“美国仍正从中国吸纳所有最出色的人

才。”[16 ]与此相对应 ,滞留不归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中

的 60 %滞留在美国。[17 ]目前 ,以留学生身份到美国

学习或在美国取得学位后定居工作的中国大陆留学

生人数有近 30 万。[18 ]

由于中国留学生主要滞留在美国等发达国家 ,

因此 ,目前在海外超过 50 万的华裔高级人才 ,主要

集中在这些国家。这些华裔高级人才涵盖了所有专

业和学科。[19 ]但是 ,各国对外国人才的需求不同 ,采

取的人才政策不一 ,在各国的华人华侨专业人士中

的高端人才 ,尤其是顶尖人才人数也有很大的差异。

不少国家仅仅重用本国缺乏或不可替代的外来人

才 ,对本国已有人才的职业采取保护政策 ,限制外来

人才的竞争。比如 ,2003 年 5 月 ,加拿大谘议局的统

计指出 ,在加拿大有超过 40 万的外国移民的学历资

历不获承认 ,大量白领移民技术人才被当蓝领工人

使用。[20 ]存在着高学历高失业率的“知识失业”现

象 ,许多中国大陆技术移民面临类似的困扰。近年

来 ,不少已经定居加拿大的中国移民开始从加拿大

回流。从 2002 年起 ,中国大陆技术移民加拿大的人

数开始减少。同样 ,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对

本国人才的保护和对外国人才的限制政策 ,影响着

华人专业人士的发展。因此 ,海外华人华侨专业人

士高端人才和顶尖人才高度集中在美国。

据美国宾州西彻斯特大学主管科研及师资发展

的助理副校长洪朝辉分析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

国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旅美学人日增 ,在美国社会的

地位也随时间推移而改变 ,约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是

求学阶段 ,时间在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中国学

人大多在这一阶段“寒窗苦读”,并在 90 年代初成功

获得各类博士学位。第二是求职阶段 ,时间在 90 年

代初至 90 年代中期。他们大多顺利地在各大学、科

研机构和公司企业得到工作机会。第三是求发展阶

段 ,时间在 90 年代中至 90 年代末。在此期间 ,他们

中不少人成为大学终身教授或公司中级主管。第四

是求突破阶段 ,时间在 21 世纪初。

据了解 ,在美国的中西部大学里有 700 多位华

裔教授 ,截止 2001 年 3 月 ,“在美国各地从事文科教

学的华裔教授与副教授多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

生 ,估计约有2 000多人 ,多是‘文革’后第一、二届毕

业的大学生”。仅旅美中国社会科学教授协会就有

400 多会员。[21 ]

“中国学人在美国大学获得终身教授的成功比

率 ,相对较高 ,约 60 %至 70 %左右 ,‘因为中国人在

科研与教学能力上 ,大多高于美国教授的平均水

平’。”“另外 ,大批中国学人出任美国大学系主任一

级的职位 ,也能胜任。”但是 ,目前只有 10 名中国留

美学人出任美国各大学副院长、副校长以上的高级

主管职务。因为“要从终身教授或系主任 ,向院长和

校长一级发展 ,需要跨越一个相对艰难的台阶 ⋯⋯

美国大学副院长以上的职位 ,往往是全职的行政职

位 ,‘需要经过全国公平、严格和激烈的竞争 ,主管复

杂的人事和庞大的预算 ,这对一个中国人来说 ,其难

度与挑战显而易见’”[22 ] 。

美国硅谷是华人科学家荟萃之地。在硅谷《圣

荷西信使报》公布的 2001 年评选出的硅谷公司 150

强中 , 有 10 多家是华人企业。据统计 ,目前仅在硅

谷地区供职的中国科技人才就已超过 10 万人。[23 ]

硅谷企业有7 000多家 ,其中华人企业有 500 多家。

不过 ,目前华人企业还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 ,而且最

成功的企业家是先一步到硅谷的台湾科技工作者。

如最著名的华人 IT 企业杨致远的“雅虎”和王嘉廉

的组合国际电脑公司。在硅谷的中国大陆的留学

生 ,绝大多数都是高科技工程师 ,只有少部分人逐步

升为公司的中、高层主管 ,一小批人成功创业。尽管

如此 ,3 000多名旅美的中国大陆留学生 ,在硅谷组

成了高科技社团 ———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24 ]

除了 IT领域之外 ,在生命科学领域 ,华人科学

家同样是成就斐然。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使用非生

殖细胞克隆出动物奶牛艾米的美籍华人生物学家杨

向中教授以及通过基因工程培育出高智商老鼠的

“聪明鼠之父”———美籍华人生物学家钱卓博士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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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20 世纪 80 年代才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的学者。

20 世纪末进入美国金融中心 ———华尔街第一

线工作的新华人金融家 ,只有 100 多人 ;在二线工作

的新华人专业人士则在千人以上。[25 ]“美国企业家

学会”集中了 200 多个金融企业界华裔精英 ,该学会

的主要发起人当中 ,就有 8 位是世界著名投资银行

及金融公司的副总裁 ,5 位是风险投资公司的经理。

比如说 ,学会发起人叶锋、邓喜红、陈平、王进合伙创

办了曼哈顿资本财团。[26 ]当然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

生和访问学者 ,也不是人人都能像电脑软件工程师、

生命科学家和金融家一样吃香。

据日本法务省 2001 年 12 月的统计 ,在“日本大

学任职讲师以上的在日华人学者已超过2 000人 ,其

中教授 90 多人 ,副教授 450 多人 ,讲师1 500人左

右”。“这近百名教授已经遍布在日本多个公立大学

以及早稻田、明治等一些名牌私立大学。”而 5 年前

华人教授大都集中在一些私立大学。近 6 年来“在

日本大学任职的华人学者之所以呈快速增长趋势 ,

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大学受国际化趋势的影响 ,大学

的高级教职开始对华人学者开放 ;另一方面是因为

华人学者在自身知识结构上拥有的独特优势。像东

京女子大学教授聂莉莉所选的研究课题是比较文化

学 ,而爱知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春利研究的则是现代

中国的汽车工业 ,这些都是日本学者的研究盲点。”

如今 ,“在日华人学者已成为日本大学中的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27 ] 。不仅如此 ,这些“在日本大学任教职

的在日华人中 ,绝大多数是获得博士学位的 ,而研究

机构的研究者也大多有博士学位 ,再加上在其他企

业、事业单位就职的中国博士 ,可以肯定地说 ,有

3 000以上的中国博士活跃在日本的各个高教和科

研单位等处 ,正为日本社会做出卓越的贡献”[28 ] 。

然而 ,换个角度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得出的却是另外

一番结论。据日本法务省入国管理局统计 ,截至

2002 年末 , 在日本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已经达到

73 795人 ,在日本的华人超过 50 万。[29 ]区区3 000多

名博士 ,只能说明在日本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中的

高端者较少。这显然与以下原因有关 :日本并非移

民国家 ,聘用教授、副教授级的学者多为终身制 ,故

对外国学者条件苛刻。此外 ,在日本学博士课程易 ,

得博士学位难。

相对美、加等国而言 ,在欧洲 ,中国留学生要从

“学生居留”转为“工作居留”还是比较困难的。在欧

洲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人也许并不难找到诸如

“博士后”之类的临时位置 ,但能够找到永久位置并

由此获得永久居留权则相对不易。而且 ,即便是那

些已经获得一定职位的中国学者 ,不少人往往也在

工作中感觉到一种无形的歧视和压力。例如 ,在同

等工作能力的同事之间 ,首先获得提升者必定是白

皮肤的当地国人 ;在面临裁员时 ,首先有可能被炒鱿

鱼的 ,则很可能是种族上的外国人 ,无论你是否已经

宣誓入籍。一般认为 ,在这些方面 ,欧洲国家的情况

比之北美要更严重些。因而 ,在欧洲的中国大陆留

学人员虽然总人数不少 ,并且因主要集中于欧洲各

著名大学及研究机构而显得引人注目 ,但这部分人

仍呈现出一种流动的状态。据中国驻英使馆教育处

统计 ,截止 2002 年底 ,在英国学习、工作多年 ,并已

取得教授职位的中国学人已增加到 42 人 ,分布在英

国 30 所高校 ,其中不乏著名大学。这些留英教授来

英时间至少都在 13 年以上。现在他们学业有成 ,事

业有为 ,在各自专业领域占有一席领军之位 ,是留英

学子的佼佼者。[30 ]

据不完全统计 ,在美国华人华侨专业人士中只

有 3 万多名是世界一流的高级人才。[31 ]另有专家认

为中国大陆尚在海外的几十万人才中 ,“尖子人才”

不超过1 000人 ,其中 2/ 3 在美国 ;“优秀人才”约

5 000余人 ;“特殊人才”具体数量不详。这两组统计

的数据表明 :海外华人华侨专业人士中的世界一流

高级人才、以及来自中国大陆的海外华人华侨专业

人士顶尖人才 ,虽有一定数量 ,但目前在海外华人华

侨专业人士中仅占很小的比例。因此 ,从“中国和平

崛起”国家战略的角度上看 ,要全面提升中国的“硬

实力”和“软实力”,除了要设法引进来自中国大陆的

海外华人华侨专业人士顶尖人才和其他急需的人才

外 ,还要引进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海外华人华侨

专业人士顶尖人才和其他急需的人才。

三、　海外华人专业人士正在逐步
改变所在国华人圈的文化层次、

经济结构和政治色彩

　　从中国出国的专业人才 ,经过不懈的艰苦奋斗 ,

大多数人拥有高学历、高学位 ,有些人还具备一定的

社会和工作实践经验。他们凭着中国人自强不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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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凭着自己的学识与实力 ,寻找机会 ,挺进侨居

地主流社会 ,其中一些人成功地进入了世界著名的

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 ,或者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集

团的管理阶层。他们处于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前

沿 ,敢于向新领域挑战 ,逐步体现了自身的社会价

值 ,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在一些发达国家 ,海外

华人专业人士往往远离传统的华人社区 ———唐人

街 ,特别是那些拥有高学历的海外华人专业人士 ,他

们相对集中在新的地区居住 ,从而形成新的华人社

区。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 ,也在建立自己独

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 ,并逐步成长为具有独特文化

的新族群。不仅如此 ,他们与绝大部分海外华人华

侨一样 ,在坚守和保持中华文化的同时 ,也向所在国

的主流社会传播中华文化。中文学校、华文报纸、华

人专业团体和文艺团体以及同乡会组织、社区的文

化活动等 ,均是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

几乎在美国现代科学的全部领域 ,都有中国新

移民的身影。他们当中的杰出人士 ,以丰厚的实力

与骄人的业绩 ,使其价值和地位得到了当地社会各

界的重视和尊敬。这些知识层次高、专业化实力强

的知识华人 ,无论在职业、社会地位和企业经营方

面 ,都在取代老一代华人。近几年 ,美国华人经济结

构发生变化 ,制衣业已成为夕阳产业 ,而高科技和金

融等产业则成为朝阳产业。如果没有大批新华侨专

业人才加盟 ,美国华人经济结构变化的速度和层次

肯定不会那么快。而大批华裔高科技企业家的成

功 ,亦将大大提升华人在美国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

在德国的华人专业人士 ,也从 20 世纪 80 年代

以来 ,逐步进入主流社会。同样 ,“在澳洲近年来的

澳洲日、英皇寿辰勋授活动中 ,华人获勋人士日益增

多 ,显现澳洲华人在融入主流社会方面取得了进

展”[32 ] 。

随着海外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

强 ,华人不甘处于二等、甚至三等公民的位置 ,参政

意识日益强烈。为了冲破种族歧视的藩篱 ,从根本

上改善海外华人在所在国的社会地位 ,确保自身权

益 ,避免使华人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越来越多的

海外华人专业人士已经意识到加强参政意识、参政、

争取应有权益的重要性 ,开始涉足政坛。

以美国为例 :建立于 1990 年的“美国华裔百人

委员会”在过去的 14 年里积极充当美国华人的代言

人 ,架起中美交往的桥梁 ,为提升美国华人的社会地

位、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33 ]

2002 年田长霖、吴仙标等人发起组织的“八十/ 二十

促进会”, 号召亚裔特别是华裔集中选票支持善待

亚裔的总统候选人 ,此举得到了许多美籍华人社会

活动家和科学家的支持。会员人数由最初的 300 人

增至 40 万 ,成为全国性的组织。[34 ]加拿大华人参政

的情况超过美国 ,除了总督伍冰枝是华裔加拿大高

官外 ,在加拿大联邦、省、市县三级权利机构中 ,现有

30 位左右的华裔分别担任各种重要职务。其他国

家也出现了华裔专业人士组织的华人政党 ,如英国

华人工党等。中国大陆女留学生何英 ,在取得博士

学位后 ,于 9 年前加入法籍 ,并在 2001 年 3 月中旬

的法国市政选举中 ,当选碧西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

她是中国大陆留法学生中 ,经过艰辛奋斗 ,当选法国

市长的第一人。[35 ]

此外 ,由于中国大陆海外新移民的增加 ,特别是

中国大陆留学生和技术移民的进入 ,使得所在国的

语言文字和政治色彩也发生了一些转变。“纽约华

埠素来通用广东方言 ,近年来却随处可以听到有人

讲普通话、上海话和福建话 ;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的

传统侨社纷纷‘易帜’,挂起五星红旗。”“从留美学生

变成为专业人士的新华人已融入主流社会 ,组成‘华

人社团社区’。”[36 ]不仅如此 ,在美国的华裔社区 ,普

通话取代粤语已渐成主流 ,普通话终将成为共同的

语言 ,成为不同华裔社区联系的纽带。同样也正是

有了这些高学历、高层次的中国大陆海外华人华侨

专业人才大量加盟 ,才使得海外华人华侨成为反对

分裂、反对“台独”,实现中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一支重要的海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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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status quo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professionals
WANG Xiao2Ying

(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Guangzhou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405 , China)

　　Abstract : The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are a new vibrant part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professionals. A2
mong them the self2financed students constitute an vital component of the community. The majority of the high2tech pro2
fessionals of overseas Chinese scholars are found in the United States , and their study areas cover almost all disciplines

and specializations. It is assumed that the top overseas Chinese scholars joining in the mainstream society of the countries

where they live are modifying the cultural ,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n those coun2
tries.

　　Key words : overseas Chinese ; professionals ; students abroad ; excellence ; status 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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