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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美国积极开展国际教育交流, 大力招收外国留学

生,人数随之与日俱增,并在 20世纪 70年代末达到高潮。与此同时,随着美国科技革命的

展开和经济结构的转型,高科技人才严重短缺,于是,美国政府实施了允许外国留学生和访

问学者永久性移民的政策。由于美国在工作环境、科研设备和工资水平等方面具有别国无

可比拟的优越条件,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最终成为永久性移民。他们定居美国

后,其母国遭受了预想不到的人才流失, 他们在母国成长期间的抚养费、教育和医疗费, 以

及在美国读书期间各种费用等人力资本投资也随之流失。

关键词  美国  外国留学生  外来移民  人才流失

在二战后三十多年间永久性迁入美国的科技人才中, 学成不归的留学生 (为行文方便, 以下简

称 /学生移民 0 )构成了其主要来源之一。他们从学生转为永久性移民之后, 其母国遭受了预想不

到的人才流失,其中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然而, 关于这个问题, 国内学界尚无人涉及。¹ 虽然欧

美学界的成果琳琅满目,其中既有从历史学角度对华人等单一民族群体的分析, º或从经济学角度分

析科技人才流失后的经济影响, »也有学者将其纳入战后美国外来移民潮背景下进行分析, ¼但迄今

为止, 国外学界鲜有从历史学角度进行系统分析。鉴于 1950) 1980年是美国历史上外国留学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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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美国人才吸引战略的历史考察研究 0 (项目编号 10BSS011)的阶段性成果。

关于学生移民问题,笔者曾略有涉及。见梁茂信: 5美国吸引外来人才政策的演变与效用分析6, 5东北师范大学学报6 1997年

第 1期。近年来国内学者发表或翻译的成果中,历史学成果甚少,且均未系统论述该问题。见罗宾# 艾尔代尔著,石松、于

月芳和赵宇译: 5亚太地区技术移民的增长 6, 5思想战线6 2005年第 1期;江峡: 5美国吸引全球高科技人才的政策与战略 6,

5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62007年第 2期; 李其荣: 5发达国家技术移民政策及其影响 ) ) ) 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 6, 5史学集刊 6
2007年第 3期;肖志鹏: 5美国科技人才的流动政策的演变及其启示 6, 5科技管理研究 6 2004年第 2期。

泰欧: 5亚洲人才流失:一部事实性和临时性分析 6 (T aiK1 Oh, Th eA sian B rain Dra in: A Fa ctua l and C asual Ana lysis) ,旧金山

1977年版,第 11、24) 25页;叶伟利 (音译 ) : 5以中国名义寻找现代性: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1900) 1927年 6 ( Weil iYe, S ee-

king M od ern ity in China. s Nam e: Ch in ese S tud en ts in th e Uni ted S tates, 1900 - 1927 )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 51页;乔

伊斯# 卡尔格林和丹尼斯# 弗雷德#西蒙: 5中美教育交换的历程文集 6 ( Joyce K1 Kal lgren and Den is Fred S im on, Education-

a lExchang es: E ssays on the S in o- Am erican Exp erience ),伯克利 1987年版。

杰格迪什# 巴格瓦提和马丁# 帕汀顿: 5人才流失课税:一项提议 6 ( Jagdish N1 Bhagwat i& M artin Partington, Tax ing the B ra in

D rain: A P roposal ) ,阿姆斯特丹 1976年版;拉奥# 拉克什马纳: 5人才流失与外国学生:一项关于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

法国的外国学生的态度和意图研究 6 ( Rao G1 Lakshm ana, B ra in Drain and F oreign S tudents: A S tudy of theA tt itudes, and In ten-

tions of Fore ign S tud en ts in Austral ia, the U1S1A1, Canada, and F ran ce ) ,纽约 1979年版。

斯蒂芬# 戈尔德和鲁本# 郎博: 5新的美国人:近来的外来移民和美国社会 6 ( Steven J1 Go ld andRub�n G1 Rum bau t, TheN ew

American s: R ecen t Imm igra tion and Am erican Society ) ,纽约 2006年版,第 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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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移民美国的第一个高潮期,笔者拟对这个时期外国学生移民美国的成因、结构性特征及其作为

人才范畴的含义略述管见,进而加深对战后美国科技移民史的变化与影响的认识, 从而为我国相关

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¹

一、外国学生旅美留学的历史趋势

虽然外国学生成规模地留学美国的历史可溯至 19世纪 70年代, º但在 19世纪 80年代美国一些大

学设立博士学位计划后较长时期内,旅美的外国学生寥若晨星,增长缓慢,甚至在 1920年以后,平均每

年入境的外国留学生不到 2000人。例如, 1929年入境的外国学生仅有 1898人,当年旅美学生总数仅有

8929人。» 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外国学生人数明显减少, 1932年入境的外国留学生不过 1266人。

不仅如此,这个时期回国的学生数量相对较多,占 1924) 1932年入境学生人数的 54194%。¼ 在随后的
15年间,由于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的影响,旅美外国学生人数骤减,只是到二战结束后才有所回升,

到 1950年其总数已达 26433人。½ 二战前旅美留学生人数增长缓慢,其原因在于两个方面:第一, 虽

然旅美留学生中有不少是本科生,但因美国高校的研究生培养能力有限,旅美留学生总量受到制约。

19世纪 80年代,在美国高校获得博士学位者不过 45人, 1889年为 121人。 1890年以后逐年增长, 到

1899年已经达 224人。在 1920年以前的 40年间获得博士学位人数累计 1107万人。进入 19世纪 20

年代后,尽管其增幅喜人,但又因 30年代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因而在 1920) 1939年间美国授予的博士

学位总量不过 13658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的博士教育制度再次受到冲击,每年授予的博士

学位从 1940年的 3245人减少到 1944年的 1939人。经过战后的恢复,到 1948年美国各地高校授予的

博士学位数量才超过 1940年的水平。¾ 第二,由于美国与现代工业密切关联的理工科专业在高校中的

主导性地位尚未确立,美国的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水平与同期的欧洲相比并无明显优势, ¿因此, 二战

前美国高校授予的博士学位中,不仅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所占比例较大, 而且来自当时经济发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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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 1980年为研究下限,主要基于两点考虑。第一,此前赴美的外国留学生全部来自奉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它

们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与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分析其留学生移民美国的原因,有助于从深层次上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

人才跨国流动问题得出客观的认识。第二,在 1980年以前,旅美华人学生主要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中国大陆学生大批赴

美留学始于 1980年之后。因此,本文为下一步研究中国大陆留学生移民美国的问题起到铺垫作用。

在 19世纪 70年代,旅美留学生主要来自中国,其人数多达 100人。但在 80年代清政府再未派遣,因为它担心学生被美国

化以后,不利于清政府统治的稳定。 1900年以后旅美学生再次缓慢增长,从 1906年的 300人增长到 1915年的 1000人以

上。见叶伟利: 5以中国名义寻找现代性 6,第 9) 10页。

美国移民与归化局: 5移民局总专员提交给劳工部长的年度报告 6 (U1S1 Bureau of Imm igrat ion and N aturalization, Annua l R e-

port of the C omm ission er - G eneral of Imm ig ra tion to the S ecretary of L abor)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1929年版,第 23) 24页。

美国移民与归化局: 5移民局总专员提交给劳工部长的年度报告 6 (U1S1 Bureau of Imm igrat ion and N aturalization, Annua l R e-

port of the C omm ission er - G eneral of Imm ig ra tion to the S ecretary of L abor)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1932年版,第 35页。

奥托# 克林伯格: 5国际教育交流的性质与前景分析 6 ( O tto K lin eberg, In ternationa lE ducationa lE xchange: An A ssessm en t of Its

Na tu re and Its P rospects) ,巴黎 1976年版,第 201页。

林赛# 哈蒙和赫伯特# 索尔兹: 5美国的博士教育: 1920) 1962年 6 ( L ind sey R1 H arm on andH erbert Soldz, D oc torate P rodu c-

tion in th e Un ited S ta tes, 1920 - 1962 )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1963年版,第 1页。

在 1901) 1945年全球获得诺贝尔奖的 142人中,德国占 26176%、美国占 14108%、英国占 1813%、法国占 1017%、其他国家

占 28187% ; 1946) 1976年全球诺贝尔奖获得者 171人,其中美国占 4917%、英国占 1918%、联邦德国占 7101%、苏联占

4109%、法国占 219%、其他国家占 1613%。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科学委员会: 5 1976年科学指南: 1977年国家科学

委员会报告 6 ( U1S1 Nat 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 ation al Science B oard, S cience Ind ica tors, 1976, R eport of th eN ationa l S cien ce

Boa rd, 1977 )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1977年版,第 194) 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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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的留学生较少。据统计,在 1920) 1939年, 全美博士学位获得者累计 37475人, 其中理工

科占 49125%,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占 50174%。从留学生的地区来源看,在 1920) 1939年物理、生

物、社会科学、艺术和教育专业授予的博士学位 (总计 2335人 )中, 美洲地区占 45135%、亚洲占

2812%、欧洲占 2412%, 而非洲仅占 118%。各国在上述专业中获得学位人数较多的有: 加拿大

( 1029人 )、中国 ( 362人 )、英格兰 ( 133人 )、德国 ( 76人 )和印度 ( 76人 ), 五国合占同期获得博士学

位的外国留学生人数的 7118%。¹

随着二战后美国经济、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旅美学生人数与日俱增,从 1954年的 3142

万人增至 1964年的 812万人, 1975年增至 17193万人, 随后继续攀升,到 1979年跃至前所未有的

2816万人的规模。然而, 如此跃进式增长不仅未能明显提升外国学生在美国高校大学生中的比例,

相反, 它从 1954年的 416%减至 1964年的 115% ,此后至 1975年跌至谷底, 只是到 1976年后才明显

增长, 并在 1979年增至 214%。这种先降后升的变化与同期美国高校学生总量增长曲线呈相反走

势。它从 1954年的 249198万人增至 1964年的 532万人,然后再由 1970年的 86419万人增至 1975

年的 1129107万人。显然,美国高校学生倍增, 是外国留学生比例下跌的关键原因。在 1975年之

后,美国学生增势减缓,到 1979年不过 1170171万人。在这种背景下, 外国学生的比例自然呈现上

升之势。º

需要明确的是,旅美学生人数与每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实际人数差异甚大。其原因是: ( 1)美国各

地大学每年招收的博士学位研究生和授予博士学位数量受到社会和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例如,美国

高校授予的博士学位人数由 1960年的 1万人增加到 1970年的 313万多人。然而, 随着 1970) 1971

年、1973) 1975年和 1980) 1982年美国经济危机和萧条接踵而至, 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数有所减少,

到 1990年以前,各高校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总量未超过 315万人。 ( 2)在旅美学生中有许多本科

生、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和一些短期访问学者,再加上有些学生因种种原因而辍学或延迟毕业。

这样, 从入境后到获得学位的时间各有不同, 有些人是 5年、有些人是 6年、7年或 8年以上。 1960

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人数为 2000人, 1970年达到 5000人, 之后的 15年间几乎没有显著增

长。» ( 3)在获得博士学位者中间,外国学生人数之所以与美国学生呈正比关系, 是因为注册的外国

研究生比例也处于波动状态。它在 20世纪 60年代经过快速增长后,到 7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急剧

下降。例如,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占旅美留学生的比例, 从 1954年的 39%增至 1964

年的 48% ,随后几年间经过先增后降的变化后,到 1975年降至 46%。此后,在经济萧条的干扰下,

美国高校大幅削减对研究生的资助, 结果其比例在 1978年和 1979年分别降至 43%和 35%。¼

在学科和专业结构上,不仅存在着非均衡状态, 而且彼此间的增长也不尽相同。例如, 在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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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赛# 哈蒙和赫伯特# 索尔兹: 5美国的博士教育: 1920) 1962年 6,第 10) 11、209页。

国家科学基金会: 5美国科学与工程学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中的外国参与者:特别报告 NSF 81- 316号 6 (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 ion, F oreign P articipants in U1S1 S cien ce and Engineering H igh er Education and La bor M arke ts, Specia l R eport, NSF 81 -

316 )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1981年版,第 1页。

艾米丽# 布兰查德、约翰# 邦德和萨拉 # 特纳: 5打开 (关闭 )国门: 美国博士教育中的国别震动 6 [ Em ily B lanchard, John

Bound and S arah Turner, / Open ing( and C los ing) Doors: Coun try- Specific Shock s in U1S1 DoctoralE du cation0 ] ,罗纳德# G1厄

伦伯格和夏洛特# V1孔编: 5博士教育与未来的师资 6 ( Ronald G1 Eh renberg and Ch arlot te V1 Kuh, eds1, D oc toral E ducation

and the Facu lty of the Fu ture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26页。

国家科学基金会: 5美国科学与工程学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中的外国参与者 6,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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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前,外国学生仅占美国所授予博士学位的 7% ) 9% ,到 1975年已达 15%以上。在这两个统计

年份, 理科、工科、医学和农学等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增幅明显,其所占美国大学所授予博士学位的比

例明显高于外国研究生在美国研究生数量中的比例。在 1960) 1964年, 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

占工程学的比例从 22%上升到 1965年的 24% , 1970年以后迅速增长并在 1974) 1975年高达 34%。

在 1960) 1964年和 1977年两个统计时期内,获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占物理专业的比例从 15%上

升到 22%,化学专业从 12%增至 18%, 数学专业从 17%上升到 20% ,医学专业保持在 19%到 22%之

间,社会科学保持在 18%左右,生命科学从 17%降至 15%,唯有农学从 27%上升到 37%。这种结构

在博士后研究人员中也同样突出。 1977年,美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达到 19748人; 外国出生的博士

后达到 6213人,占总数的 32%。外国出生的博士后占工程学的 53%、物理学的 41%、环境科学的

30%、数学的 36%、生命科学的 27%、社会科学的 27%和心理学的 10%。¹

另外, 从国家来源看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 1956年以前, 多数学生来自经济发达国家。在

1920) 1959年获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中, 51%来自发达国家;但在 1960) 1966年间,发展中国家的

比例增至 65% ,其中亚洲国家学生居于多数地位。在 1956) 1967年入境的各国留学生中, 亚洲国家

的比例从 1956年的 15127%上升到 1962年的 22102%, 后增至 1967年的 2412%。º 进入 20世纪 70

年代之后,随着亚洲国家留学生人数的增多, 其已占 1975年旅美学生的 50%以上; 而拉丁美洲国家

仅占 16% ,非洲为 14% ,欧洲国家占 7%。» 另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在 1954年、1974年和

1979年三个年份的旅美留学生中,学生人数最多的 10个国家和地区中, 亚洲占 6至 7个,其中包括

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印度、日本和韩国。¼ 亚洲留学生之所以蜂拥至美国,原因是战后亚洲社会经济

百废待举,科技教育水平落后,国民生活水平低下。美国学者在 20世纪 60年代的一次调查中发现,

4816%的亚洲学生认为母国缺乏所学专业或学位授予计划, 4114%的学生认为在美国学成后有充裕

的就业机会, 3911%的学生认为有助于对美国人的认识, 26%的学生说在美国获得了资助。½ 无论学

生的动机如何,他们旅美求学既为自己创造了深造的机会,也丰富了美国大学校园的文化, 更重要的

是为美国提供了不可忽视的人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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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科学委员会: 51978年科学之南: 1979年国家科学委员会报告 6 (U1S1 National S cien ce Founda-

t ion, National Science Board, S cience Ind ica tors, 1978, R eport of the Na tiona l S cien ce Boa rd, 1979 )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1979年

版,第 35页。

美国国会众议院政府运作委员会: 5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移居美国造成的人才流失:众议院政府运作委员会

分委员会听证会,第 89) 921号 6 ( U1S1 Congress, H ou se ofR epresentative, Comm ittee onGovernm entOperations, T heB ra inD ra in

of S cien tists, E ng ineers and Physician s f rom theD eve loping Coun tries in to the United S ta te s:H earing before a Su bcomm ittee of the C om-

m i ttee on G overnm ent Opera tions, H ou se of R epresen ta tives, SerialNum ber, 89- 921) ,第 90届国会,第二次会议,哥伦比亚特区华

盛顿 1968年版,第 22、119页。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科学委员会: 5 1978年科学指南 6,第 35页。

1954年,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最多的 10个国家和地区是:加拿大 (4660人 )、中国台湾 ( 2550人 )、印度 ( 1670人 )、日本 ( 1570人 )、菲律

宾 ( 1480人 )、哥伦比亚 ( 1300人 )、墨西哥 ( 1250人 )、韩国 ( 1200人 )、伊朗 ( 1000人 )、委内瑞拉 (880人 )。 1974年最多的 10个国家和

地区是:伊朗 ( 13780人 )、中国香港 ( 11060人 )、中国台湾 ( 10250人 )、印度 ( 9660人 )、加拿大 ( 8430人 )、尼日尔 ( 7210人 )、泰国 ( 6250

人 )、日本 ( 5930人 )、墨西哥 ( 4000人 )、韩国 (3339人 )。 1979年最多的 10个国家和地区是:伊朗 (51310人 )、中国台湾 ( 17560人 )、

尼日尔 (16360人 )、加拿大 ( 15130人 )、日本 ( 12260人 )、中国香港 ( 9900人 )、委内瑞拉 ( 9860人 )、沙特阿拉伯 ( 9540人 )、印度 ( 8670

人 )、泰国 ( 6500人 )。参见国家科学基金会: 5美国科学与工程学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中的外国参与者6,第 2页。

泰欧: 5亚洲人才流失 6,第 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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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民政策的松动与学生身份的转换

按照 1924年移民法的规定, 外国留学生是没有永久居留资格的 /非限额移民 0。他们来到美国

后,必须在美国劳工部认可的学校学习。尽管美国移民局的 /年鉴 0中常常会出现 /移民学生 0 ( im-

m igrant student)字样,但从学生转变为永久性移民, 显然受到了政府的严格控制。¹ 二战后, 美国凭

借其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西方领导者的身份发号施令,纵横捭阖。它在与西方盟国遏制社会

主义国家的同时,又对其盟友施以经济、军事和教育等方面的援助, 教育因此被看成是服务于美国

/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的工具0。º 为此,美国国会频频颁布对外教育交流的法律, 其中除51946年富

布赖特法6外,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还包括 51948年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 6、51956年交换学者与

移民地位法 6和51961年双边教育与文化交流法6。它们的核心是:凡到美国从事研究或学术交流活

动的外国学生和访问学者, 若其经费来自于母国政府,或其母国与美国政府的联合资助,受助者必须

学成后回国工作两年,期满后才可再次申请赴美工作或移民的签证。» 显然,美国接受外国留学生,

确有为其盟友提供教育援助的含义。回国工作两年的原则表明,美国政府认真履行了其签署的国际

公约, 学生和访问学者在美国学到的知识和先进技术首先应惠及母国。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 到

1968年,有 110多所美国大学与外国 191所大学开展了教育与学术交流活动。¼ 正是由于美国政府

的对外教育交流政策的实施,才出现了前文中提到的旅美留学生规模达前所未有的程度的事实。

然而,旅美留学生人数的增长为美国提供了潜在的人才资源。由于留学生来自多国, 文化背景

纷繁复杂,为美国经济、教育和科技发展提供了难得的 /肥沃土壤 0。有鉴于此, 美国国会在颁布

51956年交换学者与移民地位法 6时规定,针对所有旅美留学生和访问学者, 不论是自费生还是享受

美国或母国政府资助者, /只有在 (美国政府 )认可的极端困境情况下,或涉及国家利益, 才能允许外

国学生定居美国 0。½ 所谓 /极端困难 0是指学生回国后是否会受到母国的政治迫害,或学生回国后

会造成与其在美国定居的家属的分离。而 /国家利益 0是指美国国防、国家安全或经济发展急需的、

有重大影响的专业技术。属于这些范畴的学生可定居美国。这就是说,在学生个人和美国的国家利

益面前,美国旨在援助盟友的 /回国工作两年的规则0就变成了一纸空文。¾ 当然,在 20世纪五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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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移民与归化局: 5移民局总专员提交给劳工部长的年度报告 6, 1932年版,第 35页。

科拉# 杜波依斯: 5外国学生与美国的高等教育 6 ( Cora Du Bois, F oreig n S tudents andH igher Edu ca tion in the Un ited S ta tes) ,哥

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1962年版,第 12页。

/两年规则 0 ( tw o- year ru le)始于 1946年美国国会设立的富布赖特计划。由于该计划是由美国与外国政府共同资助的,受

助学生和学者必须保证完成预定工作后回国服务至少两年,期满后才可以重新申请进入美国。后来,美国国会将这项规定

应用于所有享受美国或母国政府资助的学生和访问学者。见伊丽莎白# J1哈珀和罗兰# 蔡斯: 5美国移民法 6 ( E lizab eth J1

H arp er and Roland F1 Chase, ed s1, Imm ig ration L aw s of th e Un ited S ta tes) ,印第安纳波利斯 1975年版,第 26) 27页。

奥托# 克林伯格: 5国际教育交流的性质与前景分析 6,第 199) 200页。

保罗# 里特班: 5就业与移民:比较视野下的以色列 6 ( Pau lR itterband, Edu ca tion, Employm ent and M igration: Israel in C ompara-

tiv e) ,纽约 1978年版,第 75页。

按照美国国会规定,如果一位持 J类或 F类签证的外国学生或学者申请定居美国,必须符合下列条件:第一,申请者回国会造成与其

美国公民或合法移民配偶和子女的家庭分离;第二,申请永久居留美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前者的受理单位是移民局,后者的

受理单位隶属于国务院 /跨机构委员会0。在多数情况下,移民局必须看国务院/跨机构委员会0的眼色行事。正如移民局的一位官

员说: /如果我们收到国务院驻申请者所在国官员的意见,这就是我们最终考虑的一个因素。此时,归国两年的规则就不会成为一

个决定性因素了。0见伊丽莎白# J1哈珀和罗兰#蔡斯: 5美国移民法6,第 35页;保罗# 里特班: 5就业与移民6,第 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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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实施的政策不啻如此。1957年美国国会颁布的5难民逃亡法 6规定, 凡在 1957年以前入境的外国

学生、访问学者、教授、外交官、商人和在接受技术培训的人员,均可永久居留美国,其家属也可以作为非

限额移民优先入境。51958年国防教育法6中再次规定,无论是外国学生还是访问学者, 只要掌握美国

需要的技术,既可以申请临时工作签证,也可以申请永久性居留签证。 1960年 7月 14日, 美国国会进

一步规定,所有的旅美外籍人,不论其以何种身份入境,只要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均可申请永久居

留美国。在 1961年5外籍人援助法6中, 美国不仅再次重申了允许外国学生和访问学者居留美国的规

定,而且还废除了 51952年移民法6中限制亚洲移民的 /亚太三角区0条款。¹ 这些分散在各类立法中

不大起眼的条款,为成千上万的外国留学生移民美国创造了有利条件。外国学生成为永久性移民

后,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收获,因为美国在没有投入或投入不多的情况下得到了许多高级人才。

但它同时也意味着美国违背了向盟国提供教育援助的承诺, 在客观上 /造成了外国的人才流失0。º

诚然,在更深层次上, 学生移民的出现,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战后美国经济、教育和科技等诸多方

面的发展。随着冷战的不断升级,美国要在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中保持不败地位,除了需要强大的国

民经济作为支撑之外,还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保障,于是, 美国政府加大了对科学技术的投入,

形成了完备的管理机制。» 当大批资金不断流向各地科研机构的时候,一场影响深远、引领全球的科

技革命在美国迅速展开。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性变革,推动了美国经济从工业化社会向以信息化服

务业为主体的后工业社会转变, 大批高科技行业和工作岗位应运而生。科技人才供求关系矛盾的加

剧遂成为制约美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据 1952年美国劳工部提供的急需技术人才的 /重要职业清单 0

显示, 供不应求的职业达 60多种。¼ 到 20世纪 50年代末,类似电子、计算机、光学、通讯、航天、数

学、物理、化学、机械和医疗等领域科技人才供不应求的现象依然没有好转。½ 在肯尼迪政府实施了

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对航空、导弹、火箭、航天、卫星、气象和固体燃料等高端领域的投入成倍增加,

而越南战争的升级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对国防高科技的投入。到 60年代后期, 美国科技人才供不

应求的现象丝毫没有缓解。¾ 上述各类职业科技人才供不应求的原因之一是, 许多美国学生选择了

应用性较强的工商管理、国际贸易和律师等收入丰厚的职业,而愿意学习理工科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少。

例如,在各地大学注册的研究生中,选择理工科专业的人数从 1960年的 38%下降到 1975年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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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 J1哈珀和罗兰# 蔡斯: 5美国移民法 6,第 29) 31页;梁茂信: 5美国移民政策研究 6,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28) 334页。

保罗# 里特班: 5就业与移民 6,第 68页。

1950年美国颁布了5国家科学基金会法 6,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并拨款 20亿美元,任务之一就是评估美国的科研活动、水

平和成就,提出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投资的重点,同时加强与国外的合作。见美国国会众议院: 5移民与归化总统委员会听证

会 6 (U1S1 Congress, H ou se ofRep resen tat ives, H ea ring before th eP resid entps Comm ission on Imm ig rat ion and Na turaliza tion ) ,第 82

届国会,第 2次会议,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1952年版,第 1473页。

其中包括大学教授、医生、药剂师、护士、农业经济学家、航空专家、飞行技术专家、发动机设计师、化学专家、宇航员、心理学

家、地质学家、电气工程师、土木工程师、地球物理学家、热能技术专家、气象专家、金属材料专家等。美国国会众议院: 5移

民与归化总统委员会听证会 6,第 1977) 1978页。

梁茂信: 5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 6,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55) 56页。

美国国会众议院政府运作委员会: 5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移居美国造成的人才流失:政府运作委员会之研究与技术计划分

委员会工作组报告 6 (U1S1 Congress, H ouse ofRepresentative, Comm ittee on Governm en tOperations, Th eBrainDrain in to the Un it-

ed S tates of S cien tists, E ng ineers, and Physician s: A S taff S tudy for th eR esearch andT echn ica lP rogram s Subcomm i ttee of th eC omm ittee

on Governm en tOpera tion s)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1967年版,第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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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0年代上半期,申请物理学专业的研究生从 8%下降到 4%,工科专业从 12%减少到 6%。¹ 当然, 有

些职业需求的增长并非源于经济增长需求。例如, 在 1950年, 美国平均每 10万人口中的医生数量

为 142人, 10年后的格局基本未变, 到 1970年才略有好转。医务人员短缺的原因是, 大都市区中心

城市和郊区出现两极化趋势,郊区人口居住分散,医生供给与社区需求脱节; 另一方面, 尽管医生数

量不断增长,但多数集中在专业性很强的领域,综合性的家庭医生数量较少。 1965年, 每 10万人口

中掌握综合性知识的医生仅为 59人, 1970年为 50人, 1975年为 51人。º 在上述背景下, 美国的许

多大学、研究机构、医院和企业,纷纷把目光转向外国留学生。其中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平台,

自己却首先成了 /雇佣外国留学生的主要雇主 0, 被认为是造成高学历 /人才流失的最主要根源 0

之一。»

应该说,美国联邦政策的变化和国内科技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为外国学生定居美国创造了有利

条件。但是,如前所述,由于每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人数呈渐升状态, 学生移民数量也呈渐增

态势。 1957年, 在美国境内通过转换身份获得永久性移民身份的学生人数占当年入境的所有工程师

和科学家的 2218%, 1963年上升到 2916%, 5年间累计人数达 3144万,占同期入境的科学家和工程

师的 25147%。¼ 1965年,美国国会废除了移民政策中的种族歧视条款后,在平等的基础上确定了各

国移民限额。因此,该法案实施后,每年入境移民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不仅同步增长, 而且在美

国境内调整身份的永久性移民日益增多。 1966) 1975年间有 10万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获得了永久

定居美国的资格,其中 62%来自境外申请,有 38%是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的申请获得批准的永久性

移民,其中多数是毕业的留学生。½ 当然,在每个年份内,学生移民的比例高低不同。例如, 调整身份

的移民占入境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比例, 在 1967年为 40%, 但在 1968年仅为 32%, 其中,在美国居住

5年以上的人占 1967年调整身份的移民的 48%和 1968年的 60%以上,多数人以前的身份是学生和

访问学者。¾ 从地区来源看,调整身份的移民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例如, 在 1957年到 1965年,

调整身份的移民占入境的欧洲科学家和工程师的 11%、北美洲的 1%、南美洲的 7%和亚洲国家的

58% (占工程师的 6016%、科学家的 6117%和社会科学家的 3417% )。¿ 在 1965年之后, 亚洲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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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科学委员会: 5 1976年科学指南 6,第 162页。

美国研究生医学教育委员会: 5医生分布与农村和中心城市地区的医疗保健挑战:第十次报告 6 (U1S1 C ouncil on G raduate

M ed ical Educat ion, Physician D istribut ion andH ea lth C are Cha llenges in Ru ral and Inner - C ity Area s: The Tenth Report) ,哥伦比亚

特区华盛顿 1998年版,第 7页。

美国国会众议院政府运作委员会: 5发展中国家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移民美国造成的人才流失 6,第 22页。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5来自海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1962) 1963财政年度 6 ( U1S1 Nat ional Science Foundat ion, / Scien t ists

and Engineers from Ab road, F iscalY ears 1962 and 19630 ) , 5科学资源数据评论 6 (R ev iew s of Da ta on Sc ienceR esources)国家科学

基金会第 65) 17号,第 1期 ( 1965年 7月 ) ,第 2页。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5来自海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1966) 1975年的趋势 6 ( U1S1 Nat ional Science Foundat ion, / Scien t ists

and E ngineers from Ab road: Trend s of the Past Decade, 1966) 19750 ) , 5科学资源数据评论 6 ( Review s of D ata on S cien ce R e-

sources) ,国家科学基金会第 77) 305号,第 28期 ( 1977年 2月 ) ,第 1页。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5来自海外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 1968财政年度 6 ( U1S1 N ational S cience Foundat ion, / Scien t ists,

E ngineers and Physician s from Ab road, F iscalYear 19680 ) , 5科学资源数据评论 6 (R eview s of Da ta on S cienceR esources) ,国家科

学基金会第 69- 36号,第 18期 ( 1969年 11月 ),第 5、12页。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5来自海外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 1965财政年度 6 (N ational S cience Foundat ion, / Scient is ts, Eng-i

neers and Physician s from Abroad, FiscalYear 19650 ) , 5科学资源数据评论 6 ( Review s of Da ta on Sc ienceR esource s),国家科学基

金会第 68- 14号,第 13期 ( 1968年 3月 ) ,第 7)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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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增长更快并成为定居美国的亚洲科技人才的主要来源。例如,调整身份的移民占 1967年定居

美国的亚洲科学家和工程师总数的 80119%和 1968年的 67195%。¹ 这就是说, 在入境的科学家和

工程师中间,来自欧洲的人才多数是在母国工作多年的专家; 而来自亚洲的人才中多数是在美国大

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 其中不少人在转换身份前已经在美国工作了数年。在学成不归的亚洲留

学生中,虽然也有来自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西亚国家的学生, 但东亚地区各国学生中的移民比例甚

高。例如,在 1958) 1960年、1961) 1963年和 1964) 1966年三个统计年份, 毕业后在美国就业的博

士分别占同期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的 90%、91%和 90%;印度留学生的 35%、47%和 58%; 日

本学生的 53%、50%和 48%; 韩国学生的 38%、57%和 78%。在 1967年入境的 7913名科学家、工程

师和医生中, 48% 是学生移民, 他们占中国留学生的 89%、韩国留学生的 80% 和印度留学生的

78%。º 显然, 亚洲国家成为留学生人才流失率最高的地区。

三、留学生移民美国的推力因素

留学生不愿回国有诸多原因,除前文述及的美国劳动力市场需求和美国政府实施的鼓励性措施产

生的拉动力作用之外,更多的因素还在于学生的母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具体的生活条件、工作

环境和个人事业发展前景等诸多方面。如前所述,旅美学生中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而学生移民中多

数又来自亚洲国家。宏观上,战后亚洲国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世界上其他地区所不曾有过的。其

一,虽然冷战的重点在欧洲,然而亚洲却是热战和武装冲突比较频繁的区域。继朝鲜战争之后,又爆发

了长达十多年的越南战争、中苏冲突、四次中东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越南排华和中越冲突等诸多事

件。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的政治局势动荡,人心惶惶,影响了人们安定的生活。其二,从国内经济和社会

形势看,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刚刚摆脱西方殖民统治,或者是在二战中饱受战火蹂躏,百业待举,最根本任

务是在现代化建设中需要完成经济结构的升级和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经济、政治、社会服务与管理、教

育和科学技术等各领域的发展,需要各业的精英人才, 因为科技在生产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必然会在生

产力各领域产生 /破旧立新0的革命性影响。然而在微观上, /破旧 0远远快于 /立新 0的速度。当生产

力水平提高时,可利用的一般性和非熟练岗位日益减少, 新兴行业和原有产业中的高技术职业的增长

日益旺盛,导致就业市场上技术人才供不应求。然而, 与此相悖的客观现实是: 这个时期发展中国家就

业机会的总量增长依然无法满足劳动力就业的需要。这一方面是因为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了人

口快于经济增长的现象;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了人才培养快于经济增长的现象。科技人才

流失最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每年教育系统培养的人才增长在 5%到 15%之间,每年毕业生的总体增长都

在 10%左右,然而其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增长却仅仅限于 3%到 7%之间。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导致了

人才就业不足的现象。» 为了说明问题,笔者在此再列举几例。

菲律宾作为战后亚洲人才流失最多的国家之一,曾长期遭受西方殖民统治, 独立后经济以农业

为主, 工业化因缺乏动力而趔趄不前, 特别是在 1960年以后的 5年间国民经济几乎没有增长, 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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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年增长却高达 316%以上,居民年收入不过 136美元。在这种背景下, 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 甚至

在 20世纪 50年代末期毕业后就处于失业状态的大学生多达 315万人。¹ 与菲律宾略有不同的是,

在战后,中国台湾和韩国, 都出现了中学毕业生过剩和大学招生有限的瓶颈问题。就韩国的国家教

育而言,它在美国的援助下经过了结构性变革,中学教育的普及性发展远远超越了其国内高校的招

生能力。为保证教学质量, 韩国政府不得不限制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鼓励职业教育的发展。然而,

到 1966年,各地高校学生人数超过了政府规定的 30% ) 38% , 一些私立学校招生人数之多, 超过其

法定能力的 50%以上。尽管如此, 能够进入大学深造的中学生比例依然有限,而高校扩招后的结果

也导致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难问题。于是, 许多学生在高中毕业后赴美留学, 希望大学毕业后能在美

国工作。在中国台湾,由于奉行精英教育政策,每年能进入大学读书的学生仅占高中毕业生的 3%。

如此激烈的竞争,对培养能力有限的高校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尽管 1959) 1966年高校学生人数年

均增长 13%以上, 但是, 在每年符合录取条件的 419万学生中, 有机会去大学深造的学生不过

2715%。对于那些无缘大学深造的学生来说, 海外求学或永久性移民就成唯一选择。º 同样严峻的

是,当亚洲学生来到美国之后, 随着求学梦的实现, 他们也在思考自己的未来。客观上而言, 无论是

大的社会环境,还是具体的工作条件、生活水平和个人发展前途,均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 因而他们

在学成后移民美国的比例之高,达到了惊人的程度。1961年在美国读书的 4757名中国台湾学生中,

最终只有 46人返回台湾。在当年台湾到海外读书的 1万名学生中, 学成后归来的比例不到 10%。

在 1963) 1964年台湾的官方报告指出, 学成不归的比例高达 95%。就韩国学生而言, 自 1946年到

20世纪 60年代初期来到美国读书的 8000多名学生中,回国比例不到 10% ,其中在 1953) 1966年通

过赴美留学考试的 6368名学生中,只有 6%的学生回国。同样,在五六十年代的印度学生中,移民海

外的比例高达 78%。而到 1963年, 印度理工科专业学生毕业后至少有 8000多名在海外工作。»

对于人才的流失,留学生母国政府并非一无所知。相反, 它们采取了诸多吸引人才回国的措施,

但其效果并不明显。例如, 印度人才的严重流失早就引起了其政府的关注。为了挽留国内的科技人

才,加快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尼赫鲁政府在 1958年颁布的 5科技政策决议 6中将发展科学技术确定为

当务之急,目的在于推动经济发展,创造适合于科技人才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 为吸引海外印度学

生回国,印度政府在 1958年成立了 /科技人才库 0, 为留学回国人员实施过渡性临时就业计划, 帮助

他们在印度永久地安居乐业。同年, 印度还成立了 /印度国家注册海外部 0, 其任务是向留学人员提

供印度的就业岗位信息与动态。1959年,印度政府还成立了 /印度学者服务协会 0, 它作为一个辅助

性的非营利性机构,任务是在印度国内公司和海外印度学生和学者之间架起一座信息桥梁, 帮助海

外留学人员归国工作。然而,上述政策实施后,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一方面, 尽管印度采取种

种措施限制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技术移民迁居海外, 它甚至强行规定,凡要出国深造的印度人都必须

经过政府的批准。同时,它在 1967年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在印度举行医学专业招生考试。但是, 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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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措施仅仅涉及美国,未将英国和加拿大包括在内,结果前往美国留学的学生人数下降, 迁入英国

的印度医生却成倍增加。到 20世纪 60年代末期,虽然说印度动员本国留学生归国的措施产生了较

好的效果,先后被动员回国的人才达到二千一百多人。但由于被动员回国人员的专业都不是国内最

急需的专业, 50年代末期建立的 /科技人才库 0只起到了应急性的 /福利院 0的作用, 它不能也没有解

决永久性就业和个人职业发展的问题, 许多回国人员在该机构挂靠时间较长,难以找到理想的永久

性职业。更重要的是,该机构没有解决 /国内人才资源浪费和用人不当的问题 0。结果在 /科技人才

库 0等待安置的人才数量与日俱增,人才积压问题严峻。例如,在 1963年回国的人才中, 等待永久

性安置的人才比例达到 30%,到 1965年上升到 40%, 1967年高达 48%。许多人就业无望,只好再次

出国。¹ 上述例子表明,出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他们对于人生、事业和生活方式等

各方面的价值观念或多或少地美国化了, 加上母国落后的科技工作条件与待遇等因素的制约, 就不

可避免地出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报告中描述的情况: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外国学生,在从美国高校

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回国后的专业技术工作的转变中遇到一些困难:设备和技术设施严重匮乏、文化上

的差异、学校管理机构中的老一代人对于从美国留学回国学生观念的抵制,以及在一个不利于新技术

应用环境中存在着从理论到实际应用的问题。0º凡此种种,都成为留学生决定永久性定居美国的促成

因素。而美国关于留学生和移民政策的变化,恰好就为外国留学生提供了从学生转化为永久性移民的

机会。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关乎个人职业前途的历史性转变, 但对于其母国来说却意味着大量的人才

流失。

四、外国留学生与人才流失的关系

面对外国留学生移民美国后造成的 /人才流失0 ( bra in dra in)问题,有些美国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学生

来到美国前并未完成其高学历教育,许多人只有高中学历,因而算不上是人才流失。甚至到 20世纪 90年

代,还有学者坚持这种观点,认为留学生属于 /即将受训0的人。他们来到美国的首要任务不是工作,而是

学习。» 严格意义上, 大学本科以上的高学历人员都属于美国学界和美国移民政策中认定的 /人才 0

范畴。¼ 因此,笔者认为,留学生居留美国本身就是人才流失的一种表现形式。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虽然外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生中的比例不高, 但由于其中的研究生比例较

高,而且多数集中在不为美国学生所青睐的理工科专业。因此, 外国留学生的到来对于理工科专业

具有拯救性意义,这种作用在 20世纪 70年代经济萧条和滞胀时期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 在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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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经济危机之后, 由于许多家庭困难, 本科毕业后深造的美国学生人数减少, 于是,不管是公立大学

还是私立大学,都把招收外国学生看做是 /维持学院 (系 )规模的手段 0。其原因之一是美国大学承

担美国政府资助的基础性研究课题增多。据统计, 1953年,大学在全美基础性科研任务中的比例为

26%,私有企业占 35%, 联邦科研机构占 24%。到 1976年同类科研任务中,大学承担的比例提高到

55%,而联邦科研机构和私有企业的基础性科研基金分别减少了 16%。¹ 另一方面,外国留学生中

政府资助的公派留学生比例提高,并在 1976) 1979年平均高达 80%以上。º 这就是说, 招收外国学

生不仅能解决大学基础科研所需要的技术研究人员的不足问题,还能通过招收外国公费留学生来增

加学校收入。虽然外国学生缴纳的学费不足以抵消其在学习期间的各项经费支出, 但如果不招收外

国学生,加上前文提到的美国本土学生选择理工科专业的研究生日益减少,那么, 各地高校就会面临

生源和学费萎缩的严重后果。在这个意义上讲,外国学生的到来挽救了 20世纪 70年代美国高校的

研究生教育。

毋庸讳言,旅美留学生中, 半数以上是接受本科教育的高中毕业生。但是,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所

言,他们不是普通的高中毕业生,而是 /来自世界各地最出色、最优秀的学生0,他们在母国高中阶段 /接

受过出色的训练 0, »是其国内高中阶段的顶尖人才,具有潜在的培养价值。此外,美国学者关于人才考

量中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实:旅美留学生的抚养费、从小学到中学阶段的教育费用以及其他形式的人

力资本投资等,都是由母国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完成的。即使他们来到美国是为了完成本科学历,但

是,其中许多是自费生。例如,在 1955年、1964) 1967年外国留学生中,自费学生和母国政府资助的学

生比例分别占本科生和研究生比例的 52%和 3615%。¼ 这就是说,在理论和逻辑上,这些学生都应学成

后回国效力。然而,在 70年代接受调查的持有 F签证的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学生中,表示毕业后愿意

归国的比例均为 11%,在日本学生中为 4619% ,韩国学生中为 1617%,印度学生中为 1517%。½ 不难看

出,除日本外,毕业后直接回国的比例在亚洲各国学生中都不高。对于这种结果, 有美国学者中肯地

指出, 外国学生移民 /意味着一个国家现成的或潜在的各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的流失。0¾

诚然,除本科生之外, 外国留学生中的研究生比例处于逐渐提高的趋势。根据美国国际教育研

究院的统计,研究生占外国留学生人数中的比例,在 1955) 1956年为 36%、1964 ) 1965年为 43% ,

1966) 1967年为 45%。但是, 其学科分布颇为不均。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中占 2912%, 物理和自

然科学高达 62%,工商管理 32%、农学 60%。在 1967年来到美国求学的工科专业的外国留学生中,

研究生占非洲留学生的 35158% ,其中,医学专业占 3719% ,物理与生命科学专业占 54136%。在远
东地区的学生中,研究生占工科专业的 64182%和医学专业的 42193%、物理学和生命科学专业的

73147%。在来自欧洲国家的学生中, 研究生占 45145%, 其中, 医学专业占 44178% ,物理学和生命

科学专业占 64196%。¿ 面对如此高的研究生比例,有的美国学者发出这样的感慨: /外国学生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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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接受博士教育,实际上是对这些技术密集型出口物品中的一种即时性投入。0¹通过这种方式,

美国的大学将来自外国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培养成持有博士学位的高级人才, 然后允许他们定居美

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就是高学历专业人才的流失。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有的美国学者评

价道,中国台湾 /将自己培养的成千上万的世界级科学家出口到美国,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成为美国名

牌大学和实验室公共卫生设施和国防工业中最稳定的人才来源 0。º 上述事实表明,亚洲国家接受

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才的流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另外,在永久定居美国的学生移民中,有许多人是来自国外的博士后人员。与攻读学位的研究生

相比,博士后属于大学的全日制研究人员,他们不承担教学义务,而是按照合同规定从事科研活动。据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在高校受雇的博士后人数从 1974年的 1167万增加到 1979年的 1186万,增

长了 12%。在 1979年的博士后人员中,外籍博士后占总数的 33% ,但是, 由于其多数集中在理工科专

业,因而其实际比例在一些专业中更高。例如,外籍博士后占 1979年生命科学专业的 25%,在工科领

域占 61%以上,其中,在物理、数学和计算机专业分别达到 50%以上。1979年生命科学中外籍博士后的

比例较低,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大学科,涉及政府、企业和大学的研发活动,相关岗位和受雇的本土博士

后人员较多。» 在上述外籍博士后中间,许多人最终还是成为永久定居美国的移民。

综上所述,虽然美国接受外国学生的历史可追溯至 19世纪 70年代,但其兴盛时期却在二战之

后,这既与战后美国政府的教育政策和美国高校的培养能力相关, 也取决于各国留学生的选择。就

其来源看,他们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以亚洲国家为最。然而,随着美国经济发展对高科技人才

需求陡增,美国政府违背了其对发展中国家通过培养留学生的形式提供教育援助的承诺,它通过多

次立法,鼓励外国留学生定居美国, 在客观上造成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失。这种

出尔反尔、见利忘义的行为在道义上应该受到批判。然而,留学生大规模移民美国是当代经济全球

化进程中国际移民和人口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涉及发展中国家, 而且也涉及发达国家,是一

种多层次、多方位的流动。留学生移民美国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母国政治环境、经济和科研工作

条件等诸多因素。也就是说,留学生移居美国也是他们为自己未来考虑后做出的抉择。由此引起的

深层次思考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要防止更多的人才流失,吸引国外优秀人才为中国的

现代化建设服务, 就必须不遗余力, 着力改善工作环境, 提高待遇, 为科技人才的成长营造良好的社

会与工作氛围,在各方面提供近似或优于外国的条件, 进而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才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作者梁茂信,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长春  130024]

(责任编辑: 高国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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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 Chengshuang, On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Industr ialization

A ccord ing to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theAm erican industrialization orig inated from

the transfer of the commerc ial capital to them anufacturing sector, which was brought about by

the slugg ish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theNortheast and the foreign trade depression in thewake

of the N apo leon icW ar in Europe. H owever, using the theory of proto- industrializa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reveal tha,t contrary to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the agriculture of the

Am erican N ortheast w as still flourish ing during the early 19th century, wh ich provided a

robust market for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on the bas is of the B ritish techniques and

experiences, the American entrepreneurs stepped on the road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ir own

identity.

Jiang Shixue, Latin Americaps F iveMajorD evelopment Issues in the Past Two Centuries

In the past two hundred years s ince the independence war broke out in 1810, Latin

Am erica has ach ieved rem arkab le progress in the areas of po litics, econom ics, society,

diplomacy, and so on. H owever, there arem any problem swhich havenpt yet been adequately

solved. Among these, the fo llow ing five are the most prom inen:t m ainta inance o f po litica l

stability; upgrad ing industrial infrastucture wh ile continuing to explo it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positioning of the governm ent and m arke;t narrow ing the gap betw 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dependence on foreign capita.l

L iangM aoxin, An Analys is of the T rend of Foreign Students Imm igrat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1950) 1980

A fter W orld W ar Two, the U nited States in itiated active m easure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s, and therefore internationa l students to the U1S1

increased dramatica lly and reached a peak in the late 1970s. M eanwh ile, w ith the scientific

revo lution and transform ation of theU1S1 economy, the increas ing lack of h igh technolog ica l

talent becam e an issue in the U. S. , wh ich fina lly brought about the relaxation of U. S.

imm igration restrictions to foreign students and visiting scholars. Due to the advanced work ing



cond itions, superior research fac ilities, and h igh sa laries in theU. S. , more and more fore ign

students, especially thos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becam e permanentU. S. residents. This

m eant a serious loss of human capital to their home countries in the form o f the so-called

/ bra in drain. 0

Che Xiaom e,i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cial S tructure inM ed ieval Cities ofM iddle East

The article is intended to study the socia l structure of them ed ieva l cities inM iddle East

and to interpret the reasons why prosperous Islam ic cities did not orient tow ards cap ita lism.

The author makes a deep exam ination of all the follow ing factors: the deficiency of a

competitive / citizen0 class aga inst the feudalist lord class; a hierarch ica lly loose system of

gu ilds; insufficient motivating force o fm echanical innovation; the failure of trading cap ita l

into industry; the abandonm ent of the overseasm arketwh ich was necessary for capita lism; the

bulge of consum er groups impeding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citiesp intolerance to

agricultura l population, and argues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all these factors made them ed ieva l

Is lam ic cities fail to catch the historical opportrnity ofmov ing to cap italism firs.t

Xu Erbin, The Enterprise of M ercenar ies of Hesse-Cassel: 1677) 1815

Thanks to the policy of successive Landgraves, H esse-Cassel becam e one of the m ost

famous providers of mercenaries in 18 th century Europe. Th is article ana lyzes the

background, developm en,t m echanism and impact of the H essian mercenary enterprise.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m ercenary enterprise had not only boosted the H essian economy and

eased social tens ion, but a lso made it poss ible forH esse-Cassel to exert greater internationa l

influence wh ich was d isproportionate to its sm all territory and popu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