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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晓勇 
 [摘要]   应当用理性分析替代情绪化反映，高度重视“流失人才”的价值。建立一个系统
的、有吸引力的以市场配置为基础、以激励机制为核心的政策体系，是人才流失转变到人
才获得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   人才流失；   人才获得；   市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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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流失现象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难题。实现从人才流失
到人才获得的转变，是中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应当在经济全球
化和人才全球化的视野下，全面的、理性的看待人才跨国流动带来的人才流失现象，从而
提出积极有效的对策。 
一、用理性分析替代情绪化反映：全面认识“流失人才”的价值 
与发达国家相比，人才流失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更大，往往会影响到本国人才安全，
乃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关于限制人才外流的呼声会自然而然地高涨起
来。为减少人才流失带来的损失，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了控制人才外流的措施：一是通过
权威或协商限制流动；二是估价它的金钱损失，使国家获得经济补偿。但事实证明，这样
做的效果并不理想。实践证明，简单地把限制跨国流动作为控制人才流失的手段，充其量
也只能是一种情绪化反映。这种非理性做法，背离了经济全球化时代人才资源在全球范围
内加速配置的趋势，没有看到人才外流带来的积极影响，也不符合从对立统一的角度全面
辩证考虑问题的要求，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才流失的现状。 
人才流失与物质流失有很大的不同。物质从甲地流到乙地，通常不会再与甲地发生关系和
产生作用，但人才就大不一样了。人才外流还可以回归。20世纪50、60年代，不少台湾赴
美留学生留在美国硅谷高科技园区从事研究工作。到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以后，一大批当
年“流失”到美国的留学生回到台湾，投身于计算机和电子产业，他们利用在美国掌握的
科技与信息优势，加速了台湾电子行业的发展并很快为台湾电子产品打开了国际市场。另
外，从本国流失到外国的人才，除极个别的以外，大部分人都会同自己的祖国建立不同形
式的往来关系。即使流失的人才不回来，也总会和祖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杨振宁、
李政道、吴健雄、丁肇中等为代表的一批华裔科学家，他们虽然没有在学成后立即回国，
但是他们在国外做出的成就极大提升了华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形象。而且，他们在成
名后，利用自己的威望和资源，为中国的科技发展贡献很多。杨振宁多次回国对中国科技
发展提供建议，近年回国定居清华大学。李政道教授以自己在美国科学教育界的声望和影
响,主持了改革开放后的中美CUSPEA (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
n Program)计划，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年轻学者。正是这种无法割断的联系，使海外人才可
以成为中外经贸、科技、文化交流的强梁和纽带，可以为中外双方在资金设备引进、技术
转让、市场开发等方面牵线搭桥。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政策对路，措施得力，完全有可
能争取一个“双赢”的结果。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才跨国流动的趋势会越来越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人才流失
现象既不会因为强行控制的措施而杜绝，也难以因几项优待政策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观。



有鉴于此，我们在对待人才流失的问题上需要提高认识，转变观念，与其限制人才跨国流
动，不如积极吸引人才回国；与其担心人才流失的危害，不如想方设法利用它的好处。从
未来着眼，从现实着手，都决定我们必须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国际人才竞争战略。将流失到
海外的人才作为国家潜在的、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源加以开发、利用，则是当前中国国际人
才竞争战略必须重视的关键性课题。 
二、以积极有效的措施吸引海外人才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世界范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高科技人才严重告急。为
吸引国外人才，发达国家发起了全球性的人才争夺战争。面对这样的竞争态势，我们必须
以积极有效的措施大力吸引海外人才回归。 
事实上，海外人才在“留”与“归”的问题上是一个不断权衡利弊的过程。他们会对各种
发展机会进行比较，对生活水平进行比较，对工作环境进行比较，对自己的年龄因素及其
本人在国内的发展前景等因素进行全面考虑。可以说，“留”与“归”的选择是他们对二
者有利或不利的诸多因素进行全面衡量的结果。如果我们不断强化“归”的有利条件，
“学而不归”现象就会随之越来越少，而人才流失到人才获得的转变就会越来越快。 
当前，从国际情况看，经济全球化带动了人才资源的全球加速配置；从国内情况看，市场
机制已经在人才资源的配置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在努力实现从人才流失到人才获得的
转变过程中，我们必须善于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积极开发国内国外两种人才资源，逐
步形成以市场配置为基础，以激励机制为核心的政策体系。 
第一，要为国内高素质人才的创造性劳动价值在分配上得到充分体现创造条件，使有用、
有为之才在国内同样可以有高收益、高回报，使他们有信心立足国内发展。 
第二，始终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保
证政策的开放性和稳定性。正如著名学者吴大猷所说：“从长远看，人才储之异邦并非坏
事。愈禁，人愈不归。”在对待人才外流的问题上，我们应当本着疏导而不是堵塞或者壁
垒的办法，支持人才国际间的交流合作，使他们放心“来去自由”而无后顾之忧。我们的
政策越是开放、稳定，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就越有利。 
     第三，把吸引海外人才回国，积极开发利用海外人才资源，纳入人才资源开发的整体规
划之中。我们应当树立海外人才也是我国人才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的观念，自觉地把吸引海
外人才回国创业放在同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引进现代化管理同等重要的位置来考
虑，把减少人才流失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吸引海外人才回国的计划与国家人才资源开发的总
体规划统一起来。 
第四，鼓励海外人才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应当坚持“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原则，发
挥海外人才熟悉中国的文化环境、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熟悉中国政府的运作规则等方面
的优势，积极支持海外人才采取学术交流、合作研究、技术开发、智力入股、考察咨询等
灵活多样的形式为国服务，使他们无论是否回国都能积极为国效力。 
第五，为海外人才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成才条件。吸引海外人才回国，事业就是感召
力，环境就是凝聚力，服务就是吸引力，我们应该不断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保证科研工
作顺利进行；不断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努力营造有利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
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方面创新的社会氛围；不断创造宽松和谐的人际环境，使回国人员
心情舒畅地为国服务。 
第六，要重视激励机制在有效吸引人才方面的作用，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建立一个
既符合国内实际情况，又能够借鉴国际通行的激励人才的机制，是应对人才全球化的挑战
和机遇，减少人才外流，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的重要措施。当前要进一步完善留学人员创
业园的建设，发展和鼓励留学人员创办企业的政策，建立健全回国创业或从事高新技术转
化需要的贷款、融资机制。要尽快制定更具有操作性的吸引高层次人才回国工作的具体办
法，切实解决好回国人员申报科研基金、享受社会保险、子女回国就学、购买住房等方面
的国民待遇问题。 
印度前总理拉甘地认为，人才外流实质上是一种投入，只要我们有了合适他们的环境，我
们将从中获益。“人才外流（brain drain）是人们的流行说法，它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但
把它看做是人力资源开发的一种形式，看做个人获得更多知识和经验的过程，将会更适当
些；因为这些人才所获得的技能对于祖国来说同样是有用的。我们不必把在海外的印度科
学家、技术人员、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看作是借出（debit），而应把这看作是一种投入（i
nvestment）。(拉吉夫·甘地：《原序》，载于乔朴拉主编《人才流失及其逆转》，莘国
梁等译，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版)应当说拉甘地的认识有着高度前瞻性
和预见性，是非常深刻的。当我们以一个更新更开阔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的人才流失问题
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只要我们能把人才流失现象的研究建立在一个理性和科学的基础
上，充分认识流失人才的价值和作用，并极力用市场化的机制和激励制度创造制度优势，
从人才流失到人才获得的历史转变最终会实现。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  宁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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