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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昭明 

三、部分三、部分三、部分三、部分国国国国家和地家和地家和地家和地区区区区的的的的    " " " " 留才留才留才留才    " " " " 战战战战略略略略 

亚洲的中国、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国和台湾等地区都加大实施吸引人才回归政策的力度 , 在 " 拉力 

" 的作用下 ," 人才回流 " 逐渐形成。 

1 、人才回流的一般规律 

" 人才回流 " 是一种经济学现象。依据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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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60% 以上、三产贡献率达到 64%以上的时候 , 人才将大幅度回

归。对另外一些指标的调查显示 : 当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5% 以上、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 19% 以上、科学家工程师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每年 6 万美元以上、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每百万人口有 

1500 人以上时 , 归国的海外人才就会大幅度增加。 

国际研究数据表明 :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 , 留学生中有 2/3 归国效力 ,1/3 滞留不归 , 在国

外学习沟通信息。回归率与滞留率保持在 2:1 的 " 最佳回归比例 "。 

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人才大量流失、人才少量回流、人才大量回归 ( 即 2/3 留学生回国 ) 三个阶

段。第三阶段时 , 亚洲四小龙的综合国力大大提高 , 因而对海外人才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吸引外流人才回归 , 最根本的还是要发展本国经济 , 增强国家实力 , 改善工作环境 , 提高经济待

遇 , 使外流人才回归后有用武之地。 

2 、韩国的人才回流战略 

韩国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是典型的人才外流国 ,90% 左右的留学生学成不归 , 而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 , 其外流的人才纷纷回国 , 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其人才回归迅速增多 , 回归率达到 

60%, 这与他们采取有效的人才回归战略直接相关。 

韩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推行 " 技术立国 " 战略 , 拟定了 " 人才回归计划 ", 推出 " 长期回

国计划" “临时回国计划”, 直接到海外招揽人才回国工作。他们通过电台、电视、报纸等媒体 , 并派遣

专门代表团前往国外直接作工作。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相继建立了 " 韩国科学家工程师协会 ", 吸引了大

量人才。韩国政府为刚回国的科学家建立科研院所 , 并且授予他们受人尊敬的职位和科研自主权。韩国给

海外人才创造良好的条件 , 吸引人才回流。其中最有力的措施就是建立大德科学城 , 发展高科技 , 让回

流人才大显身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韩国各界的中坚力量 , 并为韩国 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印度的 IT 人才战略 

    印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 大学毕业生供大于求 , 大量人才到国外谋求发展。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这是

一种严重的 " 人才外流 ", 呼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阻止 , 但当时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却另有见

地 :" 人才外流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如果把它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一种形式 , 作为个人获得知识、经验、

技能的途径 , 对祖国 来说同样是有益处的。我们不必把在海外的印度科学家、技术员、医生和其他专业人

员看作借出 , 而应看作一种投入。 "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 , 所以 , 无论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何采取措施阻止 " 人才外流 ", 印度始终没有

这样做 , 而是以一种宽容和大度的姿态对待这一现象 , 容许人才跨国就业 , 把跨国就业作为培养国际化

人才的重要渠道。因此 , 几十年来 , 印度的大学生 都可以自由地到国外去求职 , 许多留学生学成之后也

不回国 , 而是在国外发展。如今 , 印度有大量高科技人才在西方工作 , 仅在美国工作的印度科技人才就

有 54 万多 ; 美国硅谷的工作人员中有 38% 是印度裔 ; 美国的软件工程师中 , 有的是印度人 ; 在美国 

硅谷新崛起的 2100 家公司中 , 有 820家是由印度年轻工程师创立的 ; 还有数以千计的印度高级人才进入

了美国公司的高级领导层。正是这些所谓的 " 外流 " 人才 , 为印度的软件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4 、新加坡的 " 人才立国 " 战略 

    过去 , 新加坡曾约有 1/3 的人才流向海外。为了吸引海外人才回归新加坡政府先后资助并组织实施了 

" 跨国公司和地区总部计划 " 、 " 投资居留计划 " 、 " 外国学者访问计划 " 、 " 接触新加坡计划 " 

等。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 , 新加坡就已经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吸引海外科技人才的政策和措施。 

5 、台湾地区的人才创业环境战略 

    台湾学生留学海外始于 20 世纪 50年代 ,60 年代后期出现留学海外的高潮 , 人才流出流入比为 2:1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 旅居海外的台湾专业人士就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随着台湾经济的高速发

展 , 从 1990 年起 ,旅居海外的台湾专业人士以每年 30% 的回流率回流。现在台湾保持着 1:2 的人才流

出流入比 。 

台湾地区主要是通过加强信息沟通 , 创建科技园区来吸引人才。具体措施包括利用假期组织留学生回

台观光 , 使他们有机会了解台湾地区建设情况 ; 积极协助留学生组织各种形式的同学会、联谊会等 , 加

强与留学生的感情联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为了给留学人才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 , 台湾地区于 1980 年 

9 月成立了新竹科学园区 , 如今 , 新竹科学园区已蜚声海内外 , 享有 " 台湾岛的硅谷 " 之美誉。 

四、全球人才四、全球人才四、全球人才四、全球人才    " " " " 流流流流    " " " " 与与与与    " " " " 留留留留    " " " " 的的的的规规规规律律律律对对对对我我我我国国国国的的的的启启启启示示示示 

    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说明 : 

第一 , 人才流动机制是一个具有自发性的机制。这一机制形成的关键是个人对自身价值的追求 , 而社

会对个人价值的重视和保护程度决定了人才流动机制的发育程度。 

第二 , 人才流动机制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机制。它不是针对少数人才、少数地区的特殊政策或措施 , 

而是要在全社会的范围内为每个人才才能的发挥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 

第三 , 人才流动机制是一个具有持久性的机制。它形成的动力不是来自政治上或策略上的短期需要 , 

而是市场经济发展所形成的产业对人才配置的需要和市场竞争所导致的企业对人才的客观需求。竞争中的企

业对利润的追求是人才流动机制形成的恒久动力。 

我国人才流动机制的形成不仅需要政府的促进 , 更重要的是要依靠市场机制 " 无形的手 " 的力量和

企业用人主体 ( 特别是国有企业用人主体 ) 作用的发挥。因此 , 社会对个人价值的重视和保护、人才市

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完善的人才市场公共服务体系和活跃的人才中介机构、国有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

重大突破、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等是我国人才流动机制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 也

是我国留住现有人才、吸引海外人才回归的根本对策。( 作者系武汉工程大学原副校长 , 人才资源开发研

究所所长 ,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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