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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借鉴的英国人才战略
文/郑永辉

当前，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英国

的各类技术人才和专业人员的比例

名列前茅。长期以来素有“科研在英

国，开发在美国”的说法。在生物、医

学、信息、金融、教育等领域可谓人

才济济， 仅剑桥大学诺贝尔奖得主

就有 78 位，比其他欧盟大国一个国

家的获奖人数都多。
在人才战略方面， 英国有着一

些独具特色的措施与做法。 英国奉

行全球化的人才观， 对人才流动采

取比较自由放任的宽松政策。据悉，
英国每年有不少高科技人才受优厚

报酬的吸引而流向美国， 对此英国

并不刻意限制， 而是执行 “来去自

由”的政策。有关部门曾算过一笔细

账：一个优秀的英国互联网人才，在

美国一年可创造 1000 万 美 元 的 利

润，但他（她）个人每年回到英国消

费 以 及 将 部 分 资 本 注 入 伦 敦 金 融

界，最终能将 600 万美元花在英国。
正是从这种指导思想出 发，英

国推行的人才政策有个明显特点，
就是不限制人才的流动， 而是在创

造人才回流的宽松环境与创业条件

上下功夫。例如，英国牛津大学的多

数教授前往美国哈佛、 耶鲁等大学

供职， 这些美国大学为他们提供的

报酬有的甚至高出牛津大学一倍以

上。这么一来，虽然牛津大学很难与

财力雄厚的美国大学打 “价格战”，
但 它 们 在 适 当 提 高 教 师 待 遇 的 同

时， 将重点放在科研环境和学术氛

围等方面，并努力保持自己的特色。
结果， 最终有许多在美国大学任教

的教授由于留恋牛津大学特殊的学

术氛围与严谨学风， 往往几年后又

回到了牛津大学。
英国的人才观念， 是极为实用

主义和功利主义的。 英国在基础研

究方面人才辈出， 但在高科技应用

领域的人才并不很多， 因为英国不

愿意在这个方面先期投入大量的培

养经费。 然而英国却常常在高科技

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 其中一个重

要奥秘就在于： 他们认为与其花费

大量资金和时间、 精力去培养一个

高科技人才， 倒不如花钱购买一个

高科技人才已经创造出来的研究成

果。 于是，英国一直在耗费巨资、千

方百计地吸引这类人才， 并不惜重

金购买他们的高科技成果。
英国所瞄准的是全球人 才，而

不仅仅局限于培养和使用本国的人

才。英国政府规定：英联邦国家的技

术人才， 不需要办理工作签证就可

以在英国工作两年。 这种广揽人才

的做法，已经从英联邦内的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家吸引了不少专业技

术人才。而英国的信息产业，近年还

向中国和印度人才敞开大门， 如著

名的英国硅谷公司内， 中国人和印

度人就已占有很大比例。 这些外来

人才的进入在很大程度上填补并平

衡了本地人才的流失。
为了更多、 更广泛地吸引外来

人才， 英国政府近年来已开始倡导

“多 元 文 化 ”及 “多 民 族 共 存 ”的 策

略。 英国还对外来移民的工作许可

证制度进行了调整， 重点是放宽对

外国技术移民的法律限制， 估计今

后每年从发展中国家中移民英国的

技术移民可达 10 万人。
最近，英国还在人才政策上进

行了一些调整， 在不久前通过的科

技白皮书中， 英国政府规定今后将

对高科技研究、 基础研究和高等教

育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才实行倾斜

政策， 国家将拨出专款大幅度提高

他们的工资待遇， 其中由英国政府

认定的几百名杰出人才的年薪将达

到 10 万英镑以上；此外，政府对人

才的定义也更加灵活， 不再局限于

获得硕士学位以上的人， 而是覆盖

面更为宽广（包括金融、科技、教育、
信息、法律、医学等各个领域）。 同

时， 判别人才的权力也下放到全英

的著名跨国公司、科研机构等，它们

将拥有自行签发工作许可证的特殊

权力。只要大公司雇用的海外人员，
英国一般都将他们视为人才而发给

签证，而不再看其是否有硕士学位，
因为英国政府深信这些大公司 “不

会雇用傻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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