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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5_85_AC_c26_23720.htm 四、人才外流问题 据统计，

从1978年到1997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生累计29.3万人，其中

国家公派约 4.7万人，单位公派约9.2万人，自费留学生约15.4

万人。这些留学人员中只有30％左右的人回国，还有60％多

在国外继续深造或谋职，并且，未回国人员中的一半是在美

国。与此同时，国内中青年优秀拔尖人才的匮乏状况也日益

明显。 表面上看，我国的人才外流现象似乎是比较严重的，

但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目前的人才外流?我的观点如下： （一）

以中国的人口规模来看，目前的人才外流现象并非十分严重

。人才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是一种普遍趋势，并非中

国独有。近二十年来，我国出去的留学生约有20万留在了国

外。应该说，这个规模并不算太大。目前全国每年大学招生

人数近百万，相对而言，2％～3％的学生赴海外留学并不算

过多。因此，中国的人才外流总体仍处于正常水平。 （二）

我国人才的相对堆积、使用效率不高是人才外流的重要原因

之一。从我国科技人员的构成比例来看，高素质人才稀缺，

但我国较高素质人才的绝对数量却较为庞大，而且过度集中

于一些科研机构及管理部门。在缺乏流动性和激励机制的状

况下，相当比例的科技人员感到其潜能远未发挥出来，发达

国家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充满机会的工作环境使他们在有机会

时选择外流，以实现自身价值。此外，国内复杂的人际关系

、落后的工作环境、僵硬的劳动制度也是人才外流的原因。 

（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一定规模的人才外流，有



其必要性和积极意义。过去，一大批外流科技英才在祖国的

召唤下回国服务，在国家建设和科技发展方面起到了中流砥

柱的作用。这充分说明，让一部分科技人员走出国门，追踪

世界科技发展潮流是我们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一个有效途

径。另一方面，留学人员的回归是与国内经济的发达程度分

不开的。以我国台湾省为例，20世纪50至70年代，留学海外

的人出多回少，回归人员的比例比内地现在的水平还低得多

，但是到了 80和90年代，回归的留学人员逐渐增多，至今，

回归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二左右。此外，即使科技人员留在外

国，他们同样可以同回国人员一样，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

出自己的贡献。在信息时代，科技人员并非一定要本人回国

才能为国效力。他们可以利用其优越的条件，在信息交流、

人才培养等方面起到回国后所起不到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

讲，“人才外流”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不足以准确涵盖当今

条件下的跨国人才流动的全部。 基于以上判断，我们应该以

长远眼光看待当今中国人才的跨国流动，化弊为利，或扬利

抑弊，最终在全球化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具体对策如下： 

（一）积极推动劳动制度改革，造就国内人才合理流动的大

环境、大气候，以提高科技人才使用效率，树立其成就感，

减轻其外流动因。 （二）积极鼓励科技人才到国外留学、访

问、交流、合作研究，展开不同层次、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

活动。 （三）积极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建立以需求为导向，

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使人才自由流动真正成

为可能。 （四）充分认识和利用留在国外的科技人员的力量

，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架设起科技交流、人才培养、经贸

往来的桥梁，使他们人在国外却能为我国服务。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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