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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 点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

的日新月异，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高

级人才跨国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据统

计，近10年来高级人才流动量增长了约

70%，而高级人才跨国流动在人员构成和

流向上也都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趋势。

流向多元化

一直以来，美国利用其发达的经济、

国际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宽松的

移民政策，吸引了世界上最好和最多的

高级人才，成为高级人才的主要输入国。

传统上高级人才主要从其他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成员国和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

但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随着知识经济的

发展，其他发达国家加大了对全球高级

人才的竞争力度，纷纷采取优惠的、选择

性的移民政策以吸引世界上最优秀的高

级人才。例如法国、德国、爱尔兰、瑞典、

英国等欧盟国家采取“快速通道”的移民

措施，吸引那些高技术专业人才，尤其是

信息技术专家。这些措施的实施，使高级

人才的流动向多元化转变。在2001-

2003年之间，流向英国、法国、澳大利

亚优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外国学生分别

增加了36%、30%和13%，而同一时期流

向美国的外国学生下降了26%。

这种多元化转变有两个效应:一是发

展中国家的高级人才向美国以外的其他

发达国家的流量增加。这就是说，发达国

家对发展中国家人才的争夺加剧，发展

中国家在国际人才竞争中面临更加不利

的地位；二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高

级人才采取选择性的优惠移民政策，使

得高层次人才移民在移民中的比例越来

越高，这会大大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科技

创新能力。

渠道多样化

在贸易和投资全球化的推动下，高

级人才跨国流动的渠道不断扩大，形式

逐渐增多。

一是通过学习、培训、学术交流和研

究等活动产生的跨国流动，主体是各国

的留学生、访问学者以及到国外大学和

研究中心工作和从事研究活动的研究人

员或科学家。

二是国际直接投资和其他商务活动

产生的跨国流动。这里主要包含两部分

人，一部分是到国外投资设立企业的企

业家，另一部分是在跨国公司的分公司

之间流动的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三是政府间的人员交往而导致的跨

国流动。这部分人主要是政府的官员和

外交官，他们的流动一般都是短期的。

四是一些国际组织在全球招聘专业

人才到其组织工作。由于国际组织的总

部大都位于发达国家的首都，所以从人

才流动的方向看，国际组织吸引了很多

发展中国家的高级人才流向发达国家。

五是一些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和国际

体育竞技活动产生的跨国流动。这些人

员主要是一些文体工作者，如音乐家、歌

唱家、作家、画家和运动员。

流动时间短期化

根据迁移时间的长短，高级人才跨

国流动可以分为永久性迁移和暂时性迁

移。进入新世纪，高级人才跨国流动的一

个重要特点是暂时性流动增加。例如，

2000年到2002年，在4.8万个暂时性技

术移民中，有70%是高级人才。

短期跨国流动的高级人才主要是留

学生、访问学者和在跨国公司内部流动

的经营管理人员等。以上人员短期流动

增加的原因有三:一是教育国际化以及各

国为培养国际化人才积极鼓励本国学生

出国留学，导致留学人员和访问学者大

大增多，这些留学人员中越来越多的人

在学成后选择回国。二是各国尤其是发

达国家大大增加了对科技研发的投入，

吸引了国外大批高级人才到其大学和研

究机构从事研究活动。而研发活动的国

际化使各国加强了在研发方面的交流与

合作，特别是科技人员的交流非常频繁。

另外，许多跨国公司为了使产品更加符

合当地市场，在国外设立许多研发中心，

使得研发人员跨国流动增加。三是全球

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特别是占全球直接

投资80%的跨国兼并在过去10年增长了

将近10倍，从而引起跨国公司在全球范

围内重新配置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公

司内部跨国流动的人员大量增加。高级

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对国际移民尤其是高级人才跨国流动的全球管理，与各国尤其
是发达国家建立协商和协调机制，减少高级人才跨国流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
中国家的消极影响，提高高级人才跨国流动的全球收益。

全球高级人才跨国流动的新趋势

文/柳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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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 点

人才短期跨国流动的增加意味着“人才

回流”和 “人才循环”现象的增多，这

为发展中国家采取有效政策和措施吸引

更多的人才回国创造了条件。

利益共享化

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谈论高

级人才跨国流动时主要是指“人才流

失”，一国人才的净得就是另一国人才的

净失，高级人才的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

是一种零和竞争关系。“人才流失”概念

最初用于强调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人才流

向美国，后来主要用于强调发展中国家

人才向发达国家的流失，并由此导致人

力资本存量减少和经济发展能力的降低。

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份研究指出，“人才流

失会引起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的损失，

从而必然减慢南方国家的经济增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社会特别是学

术界越来越多地开始讨论高级人才跨国流

动产生的积极影响，也就是说，高级人才

的跨国流动不仅仅给输出国带来了损失，

也同时带来了许多收益，即“人才收益”。

一是高级人才跨国流动会促进输出

国人力资本的形成。既然国外的教育回

报更高，高层次移民的成功会提高人力

资本的预期收益，这就会刺激国内更多

的人投资教育，也会激励国内学生追求

更高的教育水平。另外，在一国高级人才

外流的同时，许多国外高级人才也流入

该国，实现了“人才交流”，增加了人力

资本的存量。

二是高级人才跨国流动会促进输出

国的科技创新。一方面回国的高级人才

带回他们在国外获得的新技术和管理能

力，建立与国外科研机构和知名学者的

交流网络，实现技术的扩散；另一方面高

级人才即使移民到国外，由于与国内千

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回祖国进行学术交

流或访问，也可以实现知识的转移。

三是高级人才跨国流动会促进输出

国的经济增长。移民国外的高级人才往

往成为移出国和移入国之间建立和加强

投资和贸易关系的桥梁，从而促进外国

投资及国际贸易的增长。另外，高级人才

往国内的汇款，也会对国内经济增长和

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一定影响。

管理国际化

高级人才的跨国流动和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一样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其问

题只有通过各国共同努力才能得到解决。

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高级人才的跨国

流动都还没有进入全球的议事日程，也

没有成为联合国首要关心的问题。各国

对高层次人才的跨国流动也采取一种自

我管理的方式，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吸

引国外人才或减少本国人才外流的政策，

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

没有形成一种对话和协调机制。这种各

自为战的管理方式产生了三个后果:一是

各自出台的政策因相互抵制而效果大

减；二是因信息不对称导致全球高级人

才供需不一致，造成大量人才浪费；三是

高级人才跨国流动的全球收益因发展中

国家人才过度流失而减少。

进入二十一世纪，对高级人才跨国

流动进行全球管理，建立全球协调机制，

减少高级人才跨国流动带来负面效应的

呼声越来越高，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

进展。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定一名大会

报告起草人专门负责国际移民的人权问

题；国际劳工组织在其2004年国际劳工

大会上把国际移民作为其主题；前联合

国秘书长安南2002年在他办公室下设立

了一个移民工作组，并呼吁建立一个独

立的委员会，对如何加强国际移民全球

治理提供建议。

另外，一些旨在加强国际移民管理

合作与协调的国际机构和机制逐渐建立

并得到加强，如国际移民组织(IM O)成立

于1951年，现拥有105个成员国和41个

观察员国，全球有4000名职员，在100

多个国家设有办公室。

相关对策

高级人才是我国人才资源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经

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急需的紧缺人才。面

对高级人才跨国流动出现的新趋势，我

国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政策措施，积极应

对国际人才竞争，加强国际人才交流与

合作，减少高级人才跨国流动对我国的

负面效应。

采取有竞争力的吸引高级人才的政

策措施。针对发达国家利用各种优惠条

件争夺发展中国家高层次人才的情况，

根据中国国情和中国海外高级人才的特

点，采取有竞争力的、有针对性的政策措

施。如建立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

作绿色通道，完善和加强留学人员创业

园区建设，建立科研基地，为高级人才到

华工作提供出入境及居留便利，为回国

或到华工作的高级人才提供知识产权等

法律保护。

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出击。利用我国不

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采取走出

去的战略，主动到国外招揽高级人才。如

在主要发达国家建立海外高级人才库；借

鉴韩国经验，在发达国家建立“中国科学

家工程师协会”等机构或利用现有驻外机

构，吸引和招揽高级人才；鼓励中国在外

投资的企业在国外建立研发中心，利用和

吸引当地高级人才。

扩大和加强高级人才的国际交流与

合作。针对高级人才短期流动的比例增

加，“人才回流”现象增多，人才跨国流

动利益共享化等情况，积极加强人才的

国际交流与合作，鼓励国际科研合作与

学术交流，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

来去自由”的方针，建立庞大的海外高级

人才储备。

积极参与高级人才跨国流动的国际

管理。高级人才跨国流动逐渐成为全球

性问题，高级人才跨国流动的全球管理

逐渐得到各国共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参与对国际移民尤

其是高级人才跨国流动的全球管理，与

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建立协商和协调机

制，减少高级人才跨国流动对包括中国

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消极影响，提高高

级人才跨国流动的全球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