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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昭明 

谈起人才的流动与争夺 , 人们常引为经典的故事是 : 二战期间的欧洲战场 , 美军为了把一个德国原

子物理学家海森堡抢到手 , 竟然将 3 个陆军师的进攻方向作了改变。人们更没有忘记二战结束后那段战胜

国 " 智者抢人 , 愚者夺器 " 的往事——美国人抢到了 3000 多名德国科学家 , 如获至宝 , 派了 100 多

架飞机将科学家运往美国本土。这其中包括冯·布劳恩和其他 120 多位德国火箭专家。正是在冯·布劳恩

的领导下 , 美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 1 号 ; 而苏联人却忙着搬运那些缴获来的坦克、大炮 , 光

是战利品就足足用火车运了 5 个多 月。耐人寻味的是 , 当年抢人才的国家如今仍然在续写着抢人才的历

史 , 其经济、科技和军事不可一世、称王称霸 ; 而当年抢兵器的国家却有数以万计的优秀科技人才改换了

门庭 , 为当年的对手埋头效力。 

这仅仅是机械战争时期的一段人才争夺历史 , 信息时代的人才争夺更是愈演愈烈。 1998 年秋天 , 以

色列的特拉维夫市郊 , 一名正在读高中的少年黑客利用自己的计算机创新了一种反网络警察的 " 陷阱盖 " 

技术 , 利用这种技术成功地避开了美国网络警察的跟踪 , 打入了美国国防部和美军的航天与航空司令部的

计算机网络 , 使美国的军事网络系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美国网络警察费尽心机 , 终于捕捉到了他的踪

迹。美国军方感到人才难得 , 便给以色列施压 , 要以惩治为名 , 将这个少年带到美国。在时任以色列总

理内塔尼亚胡的亲自过问下 , 以色列部队特招了这名少年黑客。这位少年一入伍便享受校官待遇。以色列

军队从此诞生了一支新型的网络攻防部队。 

从 20 世纪末开始 , 人类进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技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

化配置 , 即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突破国界 , 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与组合。经济全球化导

致了人才国际化 , 人才国际化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 也是经济全球化必不可少的基础和

条件。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 人才自由流动是经济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著名学者杜拉克曾说过 :" 知识

社会是流动的社会 , 人们不再有根。 " 在人才国际化的背景下 , 人才的争夺不必再动用飞机大炮和部

队、警察 , 而是在人才流动规律的支配下 , 文明地、持续地进行着一场场没有硝烟的争夺战。 

一、全球性人才流一、全球性人才流一、全球性人才流一、全球性人才流动态势动态势动态势动态势     

目前国际性人才流动的趋向是 :从地缘上看 , 呈现明显的从南流向北、从东流向西的趋势 ; 从经济因

素看 , 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较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 , 从较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 , 从发达国家流向

少数更发达的国家。其中受益最大的是美国、德国、日本等。 

1 、从非洲流向较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 

非洲是人才外流的重灾区 , 非洲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 , 出现大量的人才外流现象 , 主要是乌干达、

索马里、 埃塞俄比亚、赞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大学毕业生大量流向欧洲、北

美。特别是 80 年代以后 , 非洲人才流向欧洲、北美和中东产油国人数大量增加。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

表明 , 由于非洲国家的经济危机 , 每年约有 23 万名合格的学术研究人员从非洲流失 , 仅美国雇佣的尼

 



日利亚的科研人员就有 12 万。 

2 、从拉丁美洲、大洋洲流向北美 

    拉丁美洲、大洋洲的人才上世纪60—90 年代移入美国的人数从 100 万跃升到 850 万 , 其中许多是高

技术人员 ,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拥有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大洋洲虽然是亚洲移民的重要输入国 , 但

是 , 澳大利亚、新西兰也为人才流失发愁。据澳大利亚研究生协会调查 , 该国研究生外流人数每年正以 

10% 的速度增加 , 新西兰也面临人才流失的重大挑战。 

3 、从独联体和东欧国家流向西方国家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 , 苏东巨变带来了这一地区的人才外流。据官方统计 , 上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从

中东欧国家向西方国家净流出的人口年平均为 85 万人。其中 , 有大学学历的占俄罗斯去加拿大的移民的

一半以上 , 去美国的占 45%, 去以色列的占 1/3, 去 希腊的占 1/5, 去德国的占 1/6 。这些移民出境带

有明显的 " 人才流失 " 性质。根据俄罗斯 " 大乌拉尔 " 协会发展计划经济委员会统计 , 近 20 年人才

流失给俄罗斯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 数额高达 1000亿美元。 

    4 、从欧洲、加拿大流向少数发达国家 

据欧洲共同体专家调查小组报告 , 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 英国每年流失的人才超过 1000人 , 其中 

90% 流入美国。英国皇家学会中 , 英籍会员现有 1/4 在国外工作 , 大部分效力于美国。加拿大虽然也是

人才流入之地 , 但在加拿大移居美国也成为时尚。上世纪 90 年代加拿大从国外获得的研究生 , 到现在已

有 1/4 又流失到美国了。而且 , 流失到美国的加拿大人具有大学学历的是进入加拿大的移民的 2倍。所

以 , 加拿大政府及企业界对本国人才流失问题仍然非常担忧。 

5 、从亚洲流向大洋洲、北美、欧洲、日本等较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 

亚洲人才流失在速度和数量上都堪称世界之最。据美国移民局统计 , 美国每年发放的 H-1B 签证中大

部分科技人员来自亚太地区 , 其中印度占 44%, 中国占 9%, 菲律宾占 5% 。据印度信息技术部估计 , 印

度每年大约培养 10 万名工程师 , 其中 5—6 万都去了美国 ; 有 20 万印度 IT 人才持 H-1B 签证入美工

作 , 其中 50% 以上已获得绿卡。近两年 , 持有此类签证的中国大陆科技人员也达上万人。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 , 在全球人才流动中 , 从东向西流动的主体是中国、俄罗斯、东欧及东亚等国人

才流向西方国家 , 从南向北流动的主体是印度、南亚、南美及南部非洲等国的人才流向北美及欧盟国家。

这种流向充分体现了人才跨国流动的 " 马太效应 ", 即经济及人才强国越来越富集人才 , 其人才优势越来

越突出 , 对海 外人才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 ; 而穷国则越来越多地流失人才 , 成为人才输出的主要基地。

其结果是富者更富 , 而穷者更穷。因此 , 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必须采取特别措施留住本国、本地区人才并吸

引海外人才 , 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二、西方二、西方二、西方二、西方发达发达发达发达国国国国家的家的家的家的    " " " " 引才引才引才引才    " " " " 方略 方略 方略 方略  

发达国家面向世界人才市场争夺高科技人才的手法很多 , 除了 " 用口袋买你的脑袋 " 这个抢夺人才

的绝招外 , 发达国家的 " 引才 " 方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移民—— " 连根挖才 "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 国际入才流动呈现出的明显特点之一 , 就是技

术移民剧增 , 并呈膨胀之势。美国和加拿大移民政策有诸多优越性 , 吸引着全世界向往西方发达国家的人

们。 

美、加技术移民政策促进了美国和加拿大经济和科技的进步。美国《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 ,20 

世纪初 , 移民劳动力和革新使美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制造业国家 ; 今天 , 外国出生的工程师挤满了硅谷的

走廊 , 支持着美国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外来移民不只是带来了劳动力和资本 , 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他们的

技术和智慧。这种跨越国界的智慧大融合极大地推动了美国高科技的发展。 

2 、留学——" 人才收割机 " 

      20 世纪末全世界大学生总数已达到 1 亿人 , 其中跨国学习的留学生约有 150 余万人。其中 , 在

美国求学的留学生高达 57 万人 , 占全世界留学生总数的 1/3 以上。 1946年美国就实施了 " 富布赖特计

划 ", 每年提供奖学金接受各国学生赴美学习 ;20 世纪 60年代美国又推出《共同教育和文化交流》、《国

际教育法》 , 扩大与外国交换留学生的规模 ; 美国各大学也相继推出各自的留学教育政策。这些措施使得

国外留学生大量流进美国。美国还通过实施 " 绿卡制 " 来吸引国外留学生定居美国。日、德、英、澳、加

也纷纷推出接受留学生的新措施 , 以吸引发展中国家的人才。 

美国吸引外国留学生的最重要的方式是通过奖学金吸引 , 而这些奖学金主要来自社会力量。在美国 , 

外国学生可以申请的奖学金形式多种多样。其中 , 外国留学生奖学金主要来自美国高校和私人基金会。由

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建立的全国英才奖学金公司是美国最大的非政府奖学金发放机构 , 许多公司和

团体就是参照学生在该机构主办的全国性智力竞赛中的成绩向他们颁发奖学金的 。 

3 、工作签证与工作许可——高新 



技术人才的 " 绿色通道 "20 世纪 90 年代 , 美国高科技企业 发展迅猛 , 需要大量计算机等高新技

术人才。 1990 年 , 在美国计算机业主的游说和推动下 , 美国通过 H1-B 签证计划 , 使外来人才可以一

次居留 6 年 , 这成为美国企业吸引人才的有效武器。 

德国于 2000 年 3 月发布了向国外招聘信息技术人才的政策 , 同年 5 月政府通过了向非欧盟国家引

进人才发绿卡的规定。英、意、法等欧洲国家近年来都扩大了的工作许可证的发放规模 , 以吸引更多的外

国专业人才。 

4 、猎头——" 高端人才搜索队 "  

世界上第一家猎头公司迪克·迪兰多于 1926 年在美国创立 , 并不断发展壮大。当今世界猎头十强 , 

都成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 经过半个世纪的运作 , 经验丰富 , 手段老到。目前他们的营业额达到 250 

亿美元以上 , 而且正在以每年 10% 以上的速度递增。据不完全统计 , 世界上 70% 的高级人才通过猎头调

换工作 ,90% 的大 企业利用猎头择取人才。其中像美国光辉国际这样知名的猎头公司一年的产值就有几十

亿美元 , 他们目前在全球设立了 70 多个办事处 , 有员工数千人。 

    5、人才网络——捕捉人才信息的" 蜘蛛网 " 

    人才网站为国际间的人才争夺与竞争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与空间。人才网络提供了全世界最新最全的人才

招聘与求职信息 ; 将信息传遍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 使人们不出家门就可以在网上参与跨国求职与招聘 ; 

降低了跨国流动的成本 , 使远程求职与招聘低成本化 ; 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与帮助 , 提高人才交易的成功

率。 

6 、跨国公司——人才 " 本土化 " 

   除了传统的人才 " 本土化 " 外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又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 : 一是设立研究机

构。 像 IBM 、英特尔、惠普公司等都在北京中关村或上海等地设有总部和研究开发中心 , 这些研发机构

实际上已成为跨国公司掠夺人才的 " 桥头堡 " 。朗讯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贝尔实验室 , 是目前在我国设

立的最大跨国公司研究机构 , 其在上海和北京两地共有科研人员 500 人。二是设立 " 管理学院 " 或 " 

培训中心 ", 加快人才本土化进程。如摩托罗拉公司在北京组建了摩托罗拉大学 , 每年都对一批年轻的中

国学员进行培训 , 向他们灌输企业文化和其他业务知识。IBM 公司则与我国 20 多所大学进行合作 , 共同

建立培训中心 , 它的目标是直接利用中国人才 , 实现从制造本地化转向研究开发本地化的发展战略。 

7 、学术交流与科技合作——从 " 相才 " 、 " 选才 " 到 " 猎才 " 

通过国际科技合作 , 在 " 互利原则 " 下利用别国的人才资源 , 是发达国家引才的惯用手段。发达国

家是科技合作的最大受益者 ; 发展中国家则要承担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外流的后果。 

苏联解体后美国采取科技合作等各种手段吸引俄罗斯的各类人才。如圣彼得堡物理研究院具有研制和生

产大功率军用固体激光器的实力 , 苏联一解体 , 美国国防部即派员常驻该院 , 名义上是合作 , 实际上是

由美方出钱 , 为美国人干活。俄罗斯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纳米级超微细粉末研究室与美国一家公司合办

一家合资企 业 , 实际上是受美方的委托为美制造纳米级超微细粉末材料。时隔不久 , 这两家科研机构的

核心研究人员就移民去了美国 , 美国终于完成了从 " 相才 " 、 " 选才 " 到 " 猎才 " 的全过程。 

8 、基金与奖学金——摇篮抢才 "  

多年来 , 许多外资企业 , 为了寻求高质量的中国技术人才 , 纷纷进入中国高校以多种方式挖掘人

才。仅清华、北大两所大学的奖学金名单中 , 奔驰、通用电气、IBM 、三星、摩托罗拉、宝洁等近百家国

际知名大企业尽在其中。 

现在 , 发达国家已不仅仅局限于争夺现成的人才 , 而是把人才争夺战的目标放在了中小学生身上。他

们不仅要寻找人才的苗子 , 预订儿童中的天才 , 甚至还给正在上学的初中生" 预付工资 " 。英特尔公司

与中国科协达成正式协议 , 由英特尔公司资助中国中学生代表队赴美参加被称为 " 小诺贝尔奖 " 的英特

尔科学天才选拔赛 , 奖金总额达到 120 万美元。 

9 、整体购买公司——" 连锅端才 "  

西欧一家电子公司不惜出 200 万美元来挖美国 " 硅谷 " 的一位研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专家 , 达不

到目的 , 就用 3000万美元巨资把其所在企业买下 , 真可谓 " 连锅端才。 " 

    10 、职业外移——发达国家 " 人才本土化 " 的延伸 

    西方企业的外包业务由劳动密集型向智力密集型过渡 , 形成智力职业的全球化转移。新一轮高层次职

业外移主要是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企业外包到中国、非律宾、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有资料显示 , 在未来十几年内 , 这一趋势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剧。 

11 、对外援助——" 趁机引才 " 

    发达国家对外援助从来就不是无条件的 , 趁机引进外国人才往往是对外援助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



分。二战后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援助是以夺走战败国大量优秀人才为代价的。美国对古巴的难民援助导致 80 

万古巴难民逃往美国 , 其中有 18% 是高级人才 ;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是以菲律宾高级科学家移居美国为前

提的。 

12 、趁火打劫 , 掠夺人才 

    上世纪 60 年代 , 美国趁古巴革命 , 引进了 1300 多名古巴医生 , 这个数目占当时古巴医生总数的 

25%;60 年代末 , 苏联军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时 , 美国又趁机从捷克斯洛伐克引进了1500多名科学家和工

程师。 

西方发达国家除了用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吸引人才外 , 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用人规则、高知识密集度、

鼓励冒险和宽容失败的氛围、开放的经济环境、与工业界密切结合的研究型大学以及专业化配套的商业基础

设施也是吸引世界众多国家高科技人才的关键性因素。 

更重要的是人才汇聚机制 , 就是让财富不断涌流、知识不断创新的社会机制。从根本上说 , 人才汇聚

机制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促进人才价值实现和增值的机制。尊重个人的社会文化为人才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可

能 , 企业竞争所带来的社会活力成为汇集人才的基本动力 , 而有限政府则为人才汇聚机制的形成提供了法

治保障。 

    ( 作者系武汉工程大学人才资源开发研究所所长 ,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 

    来源：《人事天地》2011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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