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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人类历史，人们物质生活的跃进无一不来自创新和变革，如工业革命、科技发展、金融创新等。而

这一切，王辉耀认为，“均指向一个核心——人才”。 

  站在历史崛起的关头，“中国最长远的问题则莫过于人才问题”，王辉耀说。王辉耀是中国人才研究会

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闯荡世界”的一员，

王辉耀始终关切和思考中国的人才发展战略。近年出版的《国家战略——人才改变世界》、《人才战争》等

书，带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现实针对性，亦成为许多省市官员的必读书。近日，记者就中国如何应对人才流

失和人才培养等问题，采访了正在哈佛大学做访问研究的王辉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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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风窗》：根据你著的《人才战争》一书中的数据，截至2008年，中国已经派出接近140万留学生，

归国人员却只有39万。而且学历越高，专业在全球越紧缺，回归的比例就越小。中国人才严重流失意味着什

么？过去30年中国在人才流失的情况下，为什么仍能以罕见的速度发展？ 

  王辉耀：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开放和全球化的结合，主要靠中国制造与国际消费结合——比

如说中国3亿农民工与美国3亿消费者结合——共同促成的。虽然中国经济取得很大成就，但中国的研发和创

新才刚起步，基础研发、科教研究和企业研发仍然欠缺高端人才，这些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要求更多

的人才回流。 

  中国人才流失，导致的最大问题是创新人才不足，尤其是创业人才不足。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难以

解决，根源也在此。现在很多大学生一毕业就去考公务员，吸纳大学生的市场主要靠政府，但真正吸纳大学

生的行业应该是服务行业和高科技行业。海归李彦宏创办了百度，创造了上万个就业岗位，大部分针对大学

生；而过去数十年，政府和国企主要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大量吸纳的是农民工。2010年大学毕业生约700

万，未来中国可能将新增近1亿大学生。如果这些大学生就业不足，可能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要提供给大

学生足够的就业岗位，就必须有创业；要增加创业规模和档次，就要求有更多高端人才。创新创业型人才影

响中国未来发展。 

  《南风窗》：许多研究认为，“人才回流”是一种经济学现象，当一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

美元以上，产业技术资本密集达60%以上，人才回流会大量增加。中国是否正步入这个阶段？人才回流会自

然实现吗？ 

  王辉耀：中国很多地方已经超过4000美元这条线，但是人才回流并未实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留学人

员回国的不到1/3，从美国回来的理工科博士不到10%，这很令人担忧。一般而言，经济发展会促成人才回

流，但这两者并非完全的正相关。在2000年，中国留学人员回归率还达到30%以上，现在虽然经济情况更

好，但回归率却降低了。除了经济因素，人才回流还受到诸如制度机制、人文环境和生活配套等各种因素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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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风窗》：近年回国创业和搞科研的华人增多，但他们的国籍和家庭大多仍在海外，这也是我们所说

的跨越大洋两边跑的群体——海鸥，据你了解，海鸥们对于真正回归祖国，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王辉耀：海鸥群体的工作和子女入学很多仍在海外，与海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全部放弃归国，

现在真正能回国的，大多是刚毕业不久或部分已退休的资深海归。 

  资深海归对国内是一笔丰富的资源，他们一般在海外功成名就，并不差钱，回国只是希望有个平台发挥

余热。国内在利用资深海归的价值方面仍做得不够，我建议政府出台一个鸟巢计划，给资深海归搭建一个平

台，中国的大学或中小企业，也可以请资深海归作为兼职教授或顾问。 

  《南风窗》：近年，中国不断出台政策延揽海外人才，2004年实行“绿卡”制度，2008年，出台国家层

面的“千人计划”，开出前所未有的优厚条件，金融危机后上海政府还亲自带团到海外进行人才抄底。这一

系列行动能否招来需要的海外高层次人才？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有什么特点，吸引他们的关键是什么？ 

  王辉耀：以前中国对海外人才不够重视，但“千人计划”是由中央最高组织部门中组部牵头，说明国家

对此很重视。中央的“千人计划”带动了地方人才引进，从而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联动。这对吸引海外高层次

人才是很有帮助的。 

  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有它的特点，对于他们而言，世界是平的，几乎可以自由流动。所以吸引高层次人才

的关键，在于给他们提供可充分发挥才能的平台，提供更多的科研条件以及硬件和软件环境。有时不能光吸

引高层次人才个人，还要吸引整个团队。但要注意，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不能光是走过场和用于摆设，而应

进一步探索如何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 

  中国目前更着重吸引科技领域的高端人才，但如果其他方面的管理跟不上，吸引来的高端科研人才也难

以发挥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全方位地吸引人文、社科、管理、行政等各个领域的人才，特别是允许国企、

政府部门吸纳国际高端管理人才，以促成社会各个层面的创新发展。 

  中国不光要吸引华人人才回流，还要把目光放到全世界，延揽国际性人才，因为中国的海外人才总数毕

竟是有限的。这就要求实行更开放的移民政策，提供更多减免税率、方便签证和简化手续等便利，建立技术

移民体系。目前中国的5年多次往返签证针对的人群还是很有限的，相比之下，美国10年多次往返签证的获

得条件更加宽松。中国内地目前还没吸引到长期居住和工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是很遗憾的。政府和科研

教学机构可以邀请这些高端人才定期来中国访问或建立研究中心，这方面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南风窗》：世界各国都在抢夺人才，均以绿卡、高薪等条件吸引高端人才。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硬

件和软件都不如人，优势在哪里？ 

  王辉耀：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机会。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的发展机会比一般国家要

多，而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让中国拥有了很好的基础设施。另外，中国文化仍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

力，中国政府近年也出台了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政策，这些都形成优势。   

  教育改革可参照经济改革经验 

  《南风窗》：中国近年科研经费投入持续增加，每年毕业的博士生数量也于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

一，但至今仍未培养出一个本土的诺贝尔奖科学奖获得者，问题出在哪里？ 

  王辉耀：中美最大的差异在于学校体制，中国的大学行政化是一个严重问题，过分行政化很可能变成官

员治校。中国大学如果想赶超世界，就必须克服过于行政化的倾向，让知名教授来治校，甚至在全球招聘一

流的校长。 

  还有，大学教授的待遇需要改善。现在不少大学教授都忙着挣钱和创收，虽然培养出数量世界第一的博

士生和研究生，但质量确实令人担忧。 

  中国的大学生源目前面临着全世界的竞争，中国留美学生中有1/3就读本科，而英国、澳大利亚、加拿

大、法国等国家，甚至香港、台湾等地区也开始争取中国的学生。没有好的生源，中国名校的发展也堪忧。 

  解决中国教育问题，可以参照经济领域的成功经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竞争力很弱，一旦放开中

外合资合作模式，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人才，企业一下子盘活。在教育领域，也有过成功的案例。中国商

学院一直很难搞起来，但中外合作办学的中欧商学院几乎是全国最好的商学院，在国际也颇有名气。我认

为，中国的人才培养也应搞中外培养模式，鼓励外国学校来中国办学，嫁接国外的教育体系，这不仅能够减

少学生出国人数，还能给中国的教育体系带来参照和竞争。 

  《南风窗》：去年，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的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和施一公联合撰文批评国内的科研机

制，引起很大关注，也引起对海归与体制兼容问题的讨论，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王辉耀：饶毅和施一公回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至少在他们带领的学院，引进了新的教学方法和风

气。如果回来几十个、几百个这样的院长，那中国的教育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制度是靠人来创新，也是靠人来改变的。如果没有人回来，新的思想和观念



就带不回来。刚开始，肯定会有不兼容，肯定要做一些妥协，但创新一定会带来好处，时间长了，大家都可

以看得到。这需要一个过程，但希望这个过程不要太长。 

  《南风窗》：引入高端人才注重时机，而体制变革非一朝一夕，这种矛盾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王辉耀：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引进这么多的人才，最终肯定会带来一些变化，发展到一定阶

段，就必然要求冲破一些体制的束缚。建立“人才特区”是中央人才规划提出的要求。我认为，广东毗邻港

澳，经济发展较快，完全有条件嫁接港澳的用人体系，探索新的用人机制和选拔机制。 

  《南风窗》：“美国梦”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人才，新加坡也正在造“世界一流速度”的“新加坡

梦”，你认为，中国梦的核心内容应该是什么？ 

  王辉耀：美国梦的实质是一个普通人通过努力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如成为总统的梦想。中国梦实质上

应该是人才梦，其核心包括两点：第一，重拾春秋时期的人才观，即“天下人才为我所用”；第二，是全民

树立开放的人才观，让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都能够自由地、不受束缚地生长、成才，实现自己的梦想。这

一个“中国梦”应当是一个让全球人才愿意来中国发展，也愿意到中国安家的梦想；一个认为在中国能赚到

钱，又愿意把赚到的钱留在中国的梦想。这个“中国梦”不仅仅是获取自身发展的“中国人才梦想”，也是

留下精神财富的“中国人才归宿”。 

    作者：曾东萍 来源：《南风窗》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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