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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8_80_85_E5_88_86_E6_c107_337087.htm 日前，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简称水保所)展开2003

─2005年“百人计划”，面向全世界公开招聘高科技专门人

才。欧美华人学者应征者众，在日华人学者问津者寡。目前

，该所已聘请了30位学成归国的海外学者，其中从日本回国

者只有3名，印证了“海归”大军中“日归”形单影孤的现象

。 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现在中国各专业的学科带头人

中，“海归”人才已近千人，但“日归”却不足50人。 有华

人学者在分析在日华人学者归国者寡原因时指出：首先，“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也好，“百人计划”也好，中国招聘高

科技专门人才，条件还是相当苛刻的：要有博士学位，要有

两年以上国外科研工作的经历，要有达到国际水平的研究成

果，要主持或作为业务骨干全程参与课题过程并做出显著成

绩，要在重要专业刊物上发表过3篇以上有影响的论文并

被SCI或EI收录等。要达到这些条件，在日学者明显劣于欧美

学者。 原因是：1、在日本学博士课程易，得博士学位难。

在欧美，大部分博士毕业后都能拿到学位，而在日本读了五

、六年博士课程还拿不到学位者比比皆是。 2、就职同样难

。日本并非移民国家，对外国人学者就职一向苛刻。一位现

在日本国家研究所做研究员的华人学者介绍，在日本只有外

国人非常优于日本人，并在工作中起到“非他不可”的无可

替代作用时，才可能被聘用。日本聘用学者时，不仅考察其

专业水平，还要考察其人品、合作精神、领导能力等。 3、



日本教授、副教授级的学者多为终身制，这也是日本聘用外

国人学者任职苛刻的原因。在欧美学习工作的外国学人，达

到这些标准相对容易些。这些因素决定了在日华人学者达到

中国国家招聘线的人数，明显少于欧美的华人学者。 其次，

是语言因素。在日学者日语好，英语就差些，而发表在日本

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并不算国际级论文。留学欧美学者发表

过20篇以上国际级论文者并不鲜见，而留日学者只有“望洋

”兴叹的份，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其三，由于日本聘用学

者实行终身制，能达到上述招聘条件的留日学者，大多已生

活稳定。中国提供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的课题经费、提供三

室一厅住房及27万元购房补贴、负责家属工作及子女安排等

，除课题经费一项尚有吸引力外，其余已不成为优惠条件。

据介绍，列入中国“百人计划”的学者一年收入在10万元人

民币左右，而在日本若被聘为副教授以上职位，年收入100万

元人民币不成问题，这也是留日学者归国者少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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