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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5_85_AC_E6_c107_337974.htm 今年，国家公派出

国留学人员名额达7245人，比上年几近翻番，更创下改革开

放以来历史新高。而中国近代智库蹈海捧薪的传统则可上溯

百年。 留学肇始 1847年1月4日，广州黄埔港，18岁的容闳和

他在玛礼逊教会学校的同学黄胜、黄宽一 起，踏上“亨特利

思” 号商船赴美。经过98天海上颠簸、又7年的求学岁月，容

闳从耶鲁大学机械系毕业，遂成中国近代史上的留学第一人

。 也正是在容闳等人的提议下，中国第一代官派留学生120名

“各省聪颖幼童”自1872年起分4批赴美。这个被曾国藩和李

鸿章会奏朝廷时称为“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的15

年计划，在进行到第10年时遭腰斩。百名大清幼童，除詹天

佑外，其人其事均已风流云散。以“留美幼童”为首代，学

者戴逸将晚清至20世纪末的中国留学之潮划为十个世代。40

年代末至60年代初，负笈留苏、欧者为第九代，文革之后为

第十代。此前八代华夏学人也曾各领一时风流。第二代：光

绪初年(1877年)派出海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第三

代：20世纪初的留日潮。第四代：庚款留美生。第五代：勤

工俭学留法学生。第六代：20年代留苏学生。第七代：1927

年至1937年期间的留学生。第八代：193 8年至1948年期间赴

欧、美的留学生。 开国“苏潮” 据高教部(现教育部)统计，

到1950年滞留在各国的留学生和学者有5000多人。尤以美、

日为多，分别达3 500人和120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至50年代末，回国人数增至2500名。钱学森、赵忠尧、郭永



怀等人即是在朝鲜战争后，经中美多次谈判才得以辗转归国

的。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派出的第九代学人，则踏上

了与大多数前辈们不同的红色土壤。1948年8月，中共中央批

准由东北局选派21名青年去苏联学习科学技术，成为中国政

府在其后十几年间大规模向苏联、东欧各国公费派遣留学生

的序幕。 然而这些在50年代悉数返乡报国的人们没有想到，

自己会成为文革时期“4821苏修特务案”的主人公并遭迫害

审查。而“4821”也自此得名。 来自教育部的报告称，在

“4821”之前还有24名“老留学生”，他们是在国际儿童院

长大的中国革命先驱和烈士子女，以苏联公民身份进入各大

学，1951年后，转为中国留学生。 与此前中国历次留学潮相

似，新中国派遣留学生的计划也与追赶西方国家工业步伐有

关。1949年初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使“中国稳步

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鉴于“一五计划”对国家工业

化和国防技术人才的要求，中央先后与苏联和东欧等国达成

留学生的交换协议，并从1 950年到1952年陆续开始执行。由

中国教育部门派出的留学生，1950年35名，1951年381名

，1952年 231名，1953年675名，1954年1518名，1955年2093名

，1956年2401名。1957至19 60年，每年缩至400到500名。 这批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50年代留苏(或短期工作)人员，包括李鹏

、邹家华、钱其琛等，此后成为对中国影响深远的人物。 60

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后，派出人数进一步减少，1965年后基

本停止向苏联派遣。据教育部统计，1950至 1963年间，总共

派出留学生9594人，分布于苏联8357人，东欧各国925人(东德

、捷克、波兰三国共占近七成 )，西欧和亚洲各国只有17人。

除教育部门派出的以外，还有50年代军委系统派出的军事留



学生800人，共青团中央派出138人。以及为执行各项苏、欧

援建计划，“一五”期间由工业部门独立派出7800人去苏联

、东欧工厂、矿山对口实习工艺技术和管理。 这一时期的留

学派遣几乎全部为国家出资公派，所派出的18000多留学人员

几乎全部回国，并无条件地接受分配。有香港观察家认为，

这批归国青年初时分布在工业、国防及科学技术诸领域，并

逐步领先于其同代人，担任中级官员。至文革后及80年代

、90年代，这批“海归”中的许多人官至国家领导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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