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科技人才合理流动机制的研究 

文/王 丹 

   一、科技合理人才流动的含义 
   科技人才流动是指科技人才在地区、行业、岗位等方面变动的总称，是科技人才改变个人在
社会系统中的身份的行为和现象。它是作为高层次劳动力的人才与一定生产或工作条件的动态配置
与组合，其实质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重新组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可以实现人才价值，优化人才
结构和布局，而且有利于人才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配比关系的改善，从而促进生产和经济的增长。 
   伴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共同发展，我国进入了世界经济和人才竞争的大舞台，加入
WTO后，地区、企业间的科技人才争夺战也拉开了序幕，这客观上要求科技人才的流动。科技人才
流动的本义在于科技人才的合理流动，即是指根据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以及人
才自身的状况，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地区按比例配置，使科技人才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使
用，最大限度地实现科技人才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以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
展。 
   二、我国科技人才流动态势 
   1．科技人才流向单一造成区域分布差距显著 
   各国的实践证明，经济的增长与其对人才的需求量成正增长关系，即经济越发达，经济增长
越快，对人才的需求量就越大，对人才的层次要求也越高。 
   我国十几年来的改革与经济发展，已形成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快于内陆有份，边远地区落后于
内陆省份的格局，也相应形成科技人才流动的走向特点。东南部沿海各个开放城市，由于国家政策
的扶持和地理条件优势，经济发展迅速；另外，东南沿海地区由于交通便利，对外交流机会多，容
易获得国外科技发展现状方面的信息，使得东南沿海地区成为吸引科技人力的中心地带。科技人才
流入地普遍集中在京津地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尤其是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大发展前沿城
市。 
   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从事科技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在东、中、西部的比例是
3.69:1.32:1，其中研究与开发机构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在三大地区的比重是2.47:0.84:1，大中
型工业企业的该比重是3.97:1.57:1，高等学校是2.62:1.31:1。北京、上海两个城市集中了全国
18.29%的科学家和工程师，17.45%的研究与开发人员，两项指标分别是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
省、区总和的8.17倍和7.83倍。这与中国要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目标不一致。 
   科技人才的单向流动导致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差距增大，贫富差距加剧。广大的西部地区和
各地的基层单位以及农村由于人才匮乏而使经济发展的速度更慢了，必然不利于经济的全面持续发
展。 
   2．科技人才大量外流是我国科技人才流动的一个明显倾向 
   一般而言，中国人才外流主要包括出国留学、外派劳务、技术移民等几种类型，而其中出国
留学不仅规模占据绝对地位，而且包括国家公派、单位公派、自费等多种形式。然而由于各种原
因，我国留学归国的科技人才却只占很少的比例。 
   据统计，从1978年到2005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77.02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18万
人。以留学身份出国，目前在外的留学人员 有59.02万人。回国人员只占23.4%，超过75％留学人
员尚未回国。由于人才流动的持续“出超”，已使我国科研所和高校后继人才匮乏。据统计，2002
年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博士生导师，80%的年龄在56岁以上，首都高校有29位中科院院士的平均年龄
超过了70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在美国或欧洲的第一流研究机构和著名高等学府中，成绩名列前
茅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很多是中国人，他们的专业几乎覆盖了当代科学的所有领域，如物理、化学、
生物、新材料、空间技术等。特别是一些重点大学的高科技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大批出国
留学，出国后又大批滞留国外，影响了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和高层次科技服务后续建设的质量。学
术界研究认为，如果要使国际人才流动对输出地经济发展有益，良性的比例应该是出国人数与回归
人数二者的比例为２∶１，但我国的情况，则为４∶１，甚至更多。 
   3．科技人才总体流向趋于合理 
   尽管目前我国科技人才流动中存在一些不合理的流速和流向，不过在经济体制转轨和国企改
革深化的过程中，我国科技人才流动也呈现了一些符合国际潮流的发展态势，其中比较明显的是科
技人才在产、学、研各部门的流动趋于合理。 
   从1991年开始，“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遍及全国各个部门机构，其中，以科研机构的集中



 

数量为最，如1991年，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为40.8万人，高等学校数量为40.6万
人，大中型工业企业有33.4万人（见表1）。 
         表1：1991年－2003年各部门科学家和工程师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1992－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1： 1991－2005各部门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全国总量比例走势 
          资料来源：由1992－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从上述图表来看，科学家和工程师流入高等学校的绝对数量在增长，从1991年的25.2万人上
升至2005年的39.5万人，而相对数量却呈下降趋势，占全国总量的比例从1991年的19.1%下降至
15.4%。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是不断减少的，说明在这个部门科技
人才流出量大于流入量。而大中型工业企业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有大幅增长。
由此可见，有更多的科技人才流向了大中型工业企业，在企业的研发活动中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到2005年，大中型工业企业集中了全国总量40.3％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高等院校中的科学家
和工程师占当年总量的15.4%，而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占总数的12.5%。这一分布情况与90年
代前期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即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当年总量的比重呈下降
趋势，而企业中这种情况的比例却大幅增长。这一调整方向是符合发达国家和地区科技人才分布趋
势的，一般来说，这些地区的企业科技人才的比重最大，大约在60％－75％之间，属于企业主导
型。可见，中国科技人才的部门分布呈良性发展态势，科技人才向企业集中，这是与国际科技人才
发展规律相符的。 
   三、促进和规范科技人才合理流动的建议 
   1．建立开放的、多元化的人才市场体系，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高等学校（万人）  25.2 26.3 27.6 29.2 30.8 31.6 31.2 31.1 32.9 31.5 35.9 37.6 40.4 36.4 39.5 

占全国  

总量的  

比例（％）  

19.1 19.2 20.4 19.1 19.9 19 18.7 20.9 20.6 15.4 17.3 17.3 17.9 16.2 15.4 

大中型  

工业企业（万人）  
33.4 37.3 36.4 44.5 45.2 47.7 80.2 63.7 66.8 76.9 79.1 81.3 87.3 84.2 103.1 

占全国  

总量的  

比例（％）  

25.2 27.2 26.9 29 29.2 28.6 48.1 42.8 41.9 37.6 38.2 37.4 38.7 37.4 40.3 

科研机构（万人）  40.8 40 39.5 38.6 38 38.5 38.1 36.9 34.2 30.3 27.7 27.1 26.7 26.3 31.9 
占全国  

总量的  

比例（％）  

30.9 29.2 29.2 25.2 24.6 23.1 22.8 24.8 21.4 14.8 13.3 12.5 11.8 11.7 12.5 

全国总量（万人）  132.09 137.2 135.5 153.19 154.58 166.73 166.8 149 159.5 204.6 207.2 217.2 225.5 225.2 256.1 

 



   构建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是应对国际人才竞争，提高我国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是落实
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营造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有效配置的人才市场环境，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必须建立和完善人
才市场的供求、价格和竞争机制，形成政府部门宏观调控、市场主体公平竞争、行业协会严格自
律、中介组织提供服务的运行格局，努力营造法制健全、运行规范、服务周到、指导监督有力的人
才市场环境。进一步消除科技人才流动中的城乡、区域、部门、行业、身份、所有制等限制，疏通
科技人才流动渠道，整合科技人才资源，形成本土人才和海归人才、国内人才与境外专家共同创业
的良好局面。 
   2．建立和完善管人与用人的双轨体制，逐步实现人才的社会化所有 
   突破人才部门所有的观念，改人才单位所有、部门所有为国家所有、社会所有，对人才实行
社会化管理，实现人力资本产权个人所有制，不仅会为各类科技人才的流动创造机会均等的竞争条
件，也是促进科技人才合理流动的必要条件。比如，美国人才的社会化程度就很高，人才的社会化
流动也最具典型。据统计，美国人一生中平均变动工作l0次以上，在一个地方工作的时间也从4～6
年下降到3～6年，尤其是高技术领域的专家，流动更为频繁。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承认人
力资本归个人所有，这样才会使人才有权根据人才市场供求状况和人才价格的变动以及个人兴趣，
理智地选择工作单位，使科技人才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 
   3．加强东西部合作，促进高科技人才柔性流动 
   人才柔性流动，是相对于以迁户口、转工作关系为特征的传统人才流动方式而言的，主要特
点是不迁户口、不转关系、双向选择、自由流动。西部地区应建立和东部地区更加紧密的协作关
系。通过协作，允许东部人才工作来去自由，允许东部人才工作几年后回去，而用事业、项目、资
金吸引和留住人才。政府还应通过特殊的政策倾斜优惠措施，鼓励西部地区内部科技人才的流动。
从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说，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适应本地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要
求来确定高层次人才和高新技术人才群体的调配和引进，政府部门要在对现有人才状况进行认真调
查的基础上，针对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各级各类人才需求进行预测，促进高科技人才的合理流
动，实现人才与资源的合理配置（作者单位：青岛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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