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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 
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是指已具有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的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学位的人员数
量，与实际从事科技活动但没有相应教育学历或学位的人员数量的总和。 
我国是人口资源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技与教育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科技人力资
源总量持续增长。根据 1990年和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推算，我国大专及以上学
历或学位的人口从1990年的1613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4402万人，增长1.8倍；科技人力资源
总量从1990年的1220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3200万人，增长1.6倍；每万人口拥有科技人力数
量从1990年的108人增加到2000年的252人，增长1.3倍。1990-2000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
量年均增长率达到10％，这充分说明在经济发展对科技人力资源需求的拉动下，我国高等
教育得到高速发展，科技人力资源供给能力有了极大提高。 
中美科技人力资源总量比较 
2000年中国科学家与工程师总量为1050万人，其中从事科技活动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数量为2
05万人。与美国相比，美国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总量1999年为1300万人，中国的科学家与工
程师数量是美国的81％；美国有25％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投入科技活动（330万），中国有1
9％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从事科技活动（205万）。中美两国均为科技人力资源大国，但在实
际科技人力投入方面，中国还远远落后于美国，即使不考虑科技人力的质量，在投入数量
上也仅为美国的62％。 
在国际比较时，每万人口中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和每万人口中从事科技活动的科学家与工
程师数量可以反映国家的人口科技素质状况和科技投入强度。美国这两项指标分别为476人
和120.8人，中国为83人和16人。美国这两项人均指标值均远远高于中国，分别是中国的
5.7倍和7.5倍。中国在提高人口科技素质和科技投入强度方面任重道远。 
二、国际科技人力资源统计的发展趋势 
1、研究利用现有统计数据资源，建立政策分析需要的科技人力资源数据。 
目前主要是建立科技人力资源存量数据库。OECD已经在如何利用现有的各国数据建立科技
人力资源指标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由于不同政策主体的需求不同，各个国家数据可得
性各不一样，因此OECD秘书处建议各国首先要确定一些政策关注的优先领域，确定数据源
（劳动力统计或相关统计）；从各国的相关机构获得数据，整理开发出具有可比性的科技
人力资源的基本数据，与相应的国际分类标准相一致。 
2、重视高学历高学位的科技人力资源统计。 
许多国家开展了博士学位调查。美国建有博士学位数据库。 
3、重视科技人力资源的国际流动 
一些发达国家进行了科技人力资源的国际流动分析。 
三、科技人力资源国际竞争的发展趋势 
1、跨国公司在科技人力资源国际竞争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加快了资源全球配置的步伐，他们利用资本、技术和管理制度的
优势，以各种优厚条件作诱饵，对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才进行了更文明的争夺。 
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科技人才的竞争可以归纳为两个阶段： 
一是“销售商品和抢夺人才”阶段。跨国公司常常充当了发达国家“人才猎头公司”的角
色，是发达国家走向资源（包括科技人力资源要素）配置全球化的桥梁。 
二是“研究开发与人才培养”阶段。只有在市场前景看好和竞争激烈、竞争对手日益强大
的情况下，跨国公司才会在发展中国家实施企业研发和人才服务本土化的发展战略，进入
“研究开发与人才培养”阶段，其目的是缩短公司产品周期和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各大跨国公司开始涌入中国，多数选择设立办事机构、
投资建厂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90年代中期以后，设立R＆D机构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
的新趋势。可以说，我国已走过了跨国公司科技人才竞争的第一阶段，正在进入第二阶
段。据商务部的信息，目前外商在我国设立的研发中心（包括独立法人和非独立法人在
内）总数400余家，其研发人才绝大部分来自国内或归国留学生。加入WTO后，跨国公司在
我国的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对高校毕业生的人才竞争甚至提前到了大学三年级，各类公司
之间的高级人才的争夺和流动更为频繁，甚至总裁级人物也纷纷“跳槽”。从国家人才发
展战略角度，政府应该鼓励跨国公司研发本土化，鼓励科技人才自由流动；但同时我们也
应该看清，跨国公司以追逐资本利润为目的，在可以更廉价地从国有企事业单位挖取到有
用科技人才时决不会多花一分钱去主动培养人才，也不会让被雇佣的我国科技人员真正从
事或掌握核心技术的研发。客观地评价跨国公司的人才竞争，加速了我国科技人才的国际
流动和人才成本的国际化，同时提升了科技人才的使用价值，有利于提高我国科技人才队
伍的国际化水平和培育我国严重短缺的高级管理人才。 
2、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互联网将导致科技人力资源国际竞争成为“零距离竞争”，并带来
科技人才利用方式的革命 
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财富分配
方式，也在科技人才竞争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现代网络通信技术不仅加快了人才竞争的
流动速度，也缩短了科技人才雇主与雇佣者之间的距离，人才竞争成为“零距离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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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企业的科技人力资源的配置将打破国家和地区的界限。高技术信息技术广泛应用，
将带来新的科技人才利用方式。未来将会出现新的工作方式、新的用人理念、新的择业观
念和新的职业岗位。虚拟研究所、网上商店、网上学校、网上银行等非传统的经济实体将
会不断诞生，跨国异地办公、跨区在家办公、一人在多家公司兼职工作（一仆多主）等过
去不可想象的事情将成为可能。不改变人的生活环境，变“人才国际流动”为“智力跨国
流动”和“知识跨国流动”，是国际科技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中出现的新趋势。以往受到赞
赏和欢迎的注重“圈住人才”、“留住人才”和“占有人才”的传统用人观念和科技人才
利用政策将受到挑战。这既给我们以往形成的人才吸引政策体系造成冲击，但同时也为我
国利用全球科技人才特别是大量海外的中国留学人才提供了新的机遇。 
3、移民制度在国家间科技人才的国际竞争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发达国家的移民制度构建了发展中国家科技人才流向发达国家的桥梁。移民一直是一些国
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移民国家赖以迅速发展壮大的基本国策。自二次世界大战
以来，技术移民在移民中的比重不断增加。现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设立了技术移民制
度，标志着发达国家吸引外来科技人才已经进入法制化和制度化阶段。而许多发展中国家
在这方面几乎还是空白。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利用开放的高等教育吸引外国学生来留学，
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和实施技术移民政策留住在本国毕业获得高学位的外国学生，同时吸引
获得外国大学学位的他国高智力人才。可以说，技术移民政策是发达国家进行科技人才国
际竞争的重要政策措施。 
美国是移民法规政策与实施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同时也是通过移民政策吸收他国科技人
才最多的国家。1924年美国国会颁布了移民限额法，第一次把吸引外来人才的原则纳入移
民法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对移民政策进行了多次调
整和修改。1952年的移民法案将每年的移民总限额略增到15.6万，规定其中的50％将用于
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突出才能和技术专长的移民。1990年的移民法规定技术类移民限
额为14万，并开始实施专门为吸纳国外人才的H－1B签证计划。在2001－2003财政年度中，
美国众议院移民事务委员会通过法案撤销了有关外国技术人员在美国办理签证的限制。据
美国学者统计，20世纪80年代美国各行业持有博士学位的工程师中有1/3是外国出生；1992
年美国所有大学理工科教授中有75％来自外国，35岁以下的讲师中有一半是外国出生。199
5年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1200万工作人员中，72％来自发展中国家。1999年美国博士级科学
家工程师总数为62.67万人，其中永久居民身份的占77％，临时居民身份的占23％。不仅是
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受到了美国的吸引，其他发达国家的年轻人才也流向美国。在美国完
成硕士学业的欧洲人中有 50％留在美国居住很长时间或长期留在那里。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非移民国家如德国和日本等也开始注重吸引和引进人才。德国制定了
新的移民政策，计划每年将允许5万名外国人移居德国，其中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尖端人才每
年接纳2万人；吸收到德接受职业培训和学习的年轻外籍人1万人，另2万个移民名额用于劳
动力紧缺的行业。日本则加大吸引外国科学家到日本工作或合作研究，计划使科研人员中
外籍人士的比例达到30％。 
4、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成为科技人力资源国家竞争的重要手段 
在高等教育还是精英教育的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科技人才的争夺主要是对已经成才者的
争夺。如今国家间科技人才的争夺已经扩展到高等教育甚至是中等教育阶段，已经延伸演
变为国家间高校优质生源的争夺。在发达国家加速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吸引下，大量来自发
展中国家的年轻高智力人才成为发达国家廉价的科技劳动力。 
发达国家利用发达的高等教育和充足的研究经费来吸引发展中国家的优秀年轻人才到西方
国家大学学习，进而参与大学的R＆D活动。发达国家的教育经费和R＆D经费的绝对数量普
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其对教育与科技投入强度也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教育
支出占GDP的比例普遍高于5％，如美国在1961年时就达到5.2％，2001年提高到7％以上。
而中国1998年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3.76％，2001年增加到4.83％。多数发
达国家1999年25岁-64岁人口中受大专及其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就达到20％以上，美国、加
拿大和日本达到30％以上，而我国2000年仅为4.63％。2001年OECD国家全社会R＆D费用占G
DP的比例总体高于2％，而发展中国家普遍不到1％，我国只有1.09％。发达国家研究人员
的人均经费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美国R＆D科学家工程师人均R＆D经费是我国的12倍；日
本是我国的11倍。西方发达国家高校R＆D力量大大高于研究机构，如美国高校R＆D经费占
全国 R＆D经费的比例达14％，而研究机构只占8％（1998年）。而我国由于采用前苏联模
式的历史原因，高校的研发力量一直弱于研究机构。2001年我国高校R＆D经费占全国R＆D
经费的比例为9.8％，而研究机构占27.7％。充足的教育与研究经费为发达国家高校的R＆D
活动利用外国研究生提供了资金条件，增加了发达国家的大学对经济落后国家年轻学生的
吸引力。以美国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在增加国内高校的教育经费和R＆D
经费。1981年美国高校R＆D支出仅为95.7亿美元（当年价格，下同），2002年则达到435.6
亿美元。而高等教育费用则从1980年的705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2670亿美元。随着大学教
育与研究经费的增长，美国大学扩大了对外国研究生招生人数，用外国研究生担任美国大
学理工科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助手。美国在校大学生中外国留学生仅占2.1％（1997年）；而
在学理工科研究生中外国留学生的比例则高达26.7％（1999年），当年理工科博士毕业生
中外国学生（指非美国常驻人口）占32.8％；同样，英国在学理工科研究生中外国留学生
的比例高达31.5％（1999年），法国在学理工科研究生中外国留学生的比例高达26.3％（1
998年），日本这一比例为9.6％（1998年）。相反，在发展中国家高校中学习的外国研究
生却微乎其微，且大都以学习语言文化为主。发达国家大学招收大量外国留学生为发达国
家选择和利用外国科技人才开辟了方便之门。 
近几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加大了对我国中学生出国留学的宣传和吸引力度。我国中学生出
国留学人数呈现快速上升趋势。2001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达到8.4万人，是2000年出国留学
人数的2.15倍，其中就包括了相当数量的出国留学读高中的中学生。一些国家对我国的一
些优秀中学生甚至提供奖学金等各种优厚条件，同时附加了大学毕业后必须为留学所在国
服务若干年限的苛刻条件。 
中国的年轻人才外流与出国留学人数的增长密切相关。1999／2000学年在美国大学学习的
中国留学生达5.4万人，其中研究生有4.4万人，多数以科学与工程为专业学习领域。要改
变我国人才净流出的状况，必须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开始积极
对外开放，近年到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逐年增加，年均增长幅度超过30％，但目前主要是



亚洲学生。2002年11月22日，北京大学等18所中国重点高校开始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为期
两天的“留学中国”教育展览。这是中国高校首次登陆欧洲招收留学生。高等教育的国际
化应成为中国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单位：中国科技促进发
展研究中心）（200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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