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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智增强综合竞争力  

  2008-9-9 

国以才立，业以才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知识经济、科技实力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日趋强化，国际化人才已经成为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深入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积极吸收海外高

层次人才”是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的重要举措。引进国外智力资源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扩大国际经

济、文化领域交流与合作的一项长期方针政策。本市引智工作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人为本，突

出重点，开拓创新，有所作为”的要求，进一步创新引智机制，加大引智力度，先后实施了“海外人才集

聚工程”、“浦江人才计划”、“3100工程”以及“归谷工程”等多项人才引进计划。引进境外人才、智

力，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成果，为服务“四个中心”建设，提高科技创新水平，使本市经济快速增长与社

会和谐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本市引进境外来沪工作专家基本情况  

近年来，本市引智规模呈上升趋势，服务领域不断拓宽，外国专家层次逐步提高，引智方式日趋多样

和灵活，引进专家结构更趋合理。2000年起，本市开展5次境外来上海工作外国专家调查，取得了8年较为

详尽的调查资料。  

调查资料显示，2007年，本市引进境外专家75519人次，其中，按专家身份分，外国专家占75.6％，

港澳台专家占24.4％；按性别分，男性占85.3％，女性占14.7％；按专家类别分，经济技术管理类占

67％，科教文卫类占33％；按工作时间分，长期专家占58.8％，短期专家占41.2％；按聘用方式分，合同

聘请占56％，项目技术服务占5.5％；按区域分，有50.7％来自亚洲地区，欧洲和北美洲分别为20.9％和

17.1％；按国别（地区）分，排在前三位的是港澳台（24.4％）、日本（16.8％）和美国（13.5％）；按

服务领域分，排在前三位的是制造业（26.7％）、教育（25.4％）和批发与零售业（17.9％）。  

二、本市引智工作的基本特点  

近年来，本市在引进高层次人才和专业紧缺人才，培训高素质党政领导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

业技术和技能人才，服务重点建设工程和建设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上海光源科学工程、上海崇明越江

通道工程、西气东输管道工程（即五号沟LNG扩建工程）等。境外来上海工作专家在上海经济发展、城市

建设、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1、本市引智工作向二、三产业倾斜  

2007年，本市第一、二、三产业引进境外专家所占比重分别为0.1％、28.2％和71.7％，呈现二、三

产业共同发展，第三产业快速增长的趋势（见表1）。这表明本市在引进境外专家时向二、三产业重点领

域倾斜，引进力度加大，着力引进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相关领域的境外高层次人才和高技术人才，

通过境外人才的集聚效应，引进先进知识、技术成果，带动产业经济发展，进一步推进本市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提升地区科技创新能力。  

表1 2007年按三次产业分境外来沪工作专家情况  



■  

2、本市聘用境外专家方式灵活多样  

从聘用方式看，2007年，本市引进境外专家中，采用合同聘请方式的专家数量最多，为42261人次，

占56％；采用项目技术服务和工程承包方式引进的境外专家分别为4190人次和302人次，占总量的5.5％和

0.4％；通过其他方式引进的境外专家为28766人次，占38.1％（见表2）。  

按专家类别分，对经济技术管理类专家，本市主要采用合同聘请等常规引进方式，而对教科文卫类专

家，其引进方式则更为灵活多样。2007年，本市通过合同聘请方式聘用的经济技术管理类专家达34135人

次，占该类专家总量的67.4％；在教科文卫类专家中，采用其他聘用方式的专家为15606人次，占该类专

家的62.7％（见表2）。  

近年来，由于不同领域对人才的需求与侧重点有所不同，本市各单位，尤其是各高校积极探索，不断

创新境外人才引进模式，加大引智力度。如华东师范大学尝试“打包”引进人才，从国外引进一位生物医

学领域的“大腕级”教授，与其签订组建研究所的协议，由这位教授担纲首席科学家，并负责从海外引进

一批课题负责人。复旦将“全职”引进的概念拓宽，与2—3名相同科研领域的海外科学家共同签约，约定

每个成员每年回国2—3个月时间，但要求交叉回国，以便掌控整个实验室的科研工作。通过灵活多样的人

才引进模式，从引进单个人才到引进团队，本市各高校不仅提高了人才引进质量，同时扩大了自身影响

力，增强了整体竞争力。  

表2 2007年按聘用方式分境外来沪工作专家情况  

■  

3、境外专家签约期分布合理  

按工作时间分，2007年，本市聘用长期专家44391人，比2004年增长15.7％，年均增长5％；短期专家

31128人次，比2004年增长27.1％，年均增长8.3％。聘用方式灵活使短期专家增速略高于长期专家，短期

专家所占比重上升，工作签约长、短期分布渐趋合理。2007年，短期专家占总量比重首次超过40％，长、

短期专家比例达1.4∶1（见表3）。  

■  

4、港澳台地区来沪工作专家大幅增加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于200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随着我国

内地与港澳地区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加强及海峡两岸关系的升温回暖，港澳台地区来沪工作专家大幅增加。

2007年，境外来沪工作专家中，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专家所占比重最高，为18460人次，占24.4％；在本市

聘用长期专家中，港澳台专家所占比重高达33.7％，与2004年相比，专家数量增长82.9％（见表4）。  

表4 2007年按国别（地区）分境外来沪工作专家情况  

■  

三、引智工作地区比较  

为深入分析境外来沪工作专家发展现状，本文从两个部分对地区间引智工作进行比较，第一部分主要

对上海与周边地区（长三角的江苏和浙江两省）进行比较，第二部分着重对上海与北京、天津、重庆三个

直辖市及全国范围进行比较，从而剖析上海引智工作的优势及存在的不足，进一步寻求拓展机会。  

（一）长三角比较  



1、上海聘用境外专家总量占优势  

2007年，境外来沪工作专家为75519人次，大大高于江浙两省之和的72328人次。（其中，江苏省为

46842人次，浙江省为21719人次。）但从增长趋势看，随着上海聘用境外专家总量的上升，增幅不如浙

江。2007年，上海引进境外专家比上年增长6.5％，增幅低于浙江7.1个百分点（见表5）。  

表5江浙沪三省市境外专家总量及增幅比较  

■  

2、上海聘用境外专家在服务业工作的比重超过七成  

分三次产业看，江苏和浙江两省以第二产业专家居多，分别为35500人次和17166人次，占各自总量的

74.5％和69.5％；而上海聘请境外专家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大部分服务于重点发展的服务业领域，聘用

数量为54094人次，占总量比重超过七成，达71.7％（见图1）。■  

图1 2007年江浙沪三省市按三次产业分境外专家情况  

从行业分布看，上海聘用境外专家服务于第三产业增长势头强劲，以教育及批发零售业等服务领域占

居比重为高，两者所占比重分别达到25.4％和17.9％；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业、金融业等新兴服务领域的引进境外专家数所占比重相对较低，分别只有8.2％、2.3％和1.3％（见表

6）。  

3、重点建设项目中上海聘用专家数量偏少  

江、浙、沪三省市聘用境外专家数呈阶梯型向上，但按聘用单位性质进行比较，三个地区各类单位聘

用境外专家构成趋同。按聘用单位分，江、浙、沪三省市企、事业单位聘用境外专家所占比重均在90％以

上，分别达到94.8％、93.1％和96.7％，其中外资企、事业单位聘用境外专家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单

位，占总量的50％左右。上海外资企、事业单位聘用境外专家数39767人次，占总量的52.6％，大大高于

港澳台和内资企、事业聘用境外专家总数；而上海在国家级重点建设项目中聘用境外专家数量最少，仅

117人次，占0.2％，明显低于江苏和浙江。江苏和浙江在重点建设项目聘用境外专家数量分别为1680和

1295人次，占总量的3.5％和5.3％（见表7）。  

4、上海聘用长期专家平均年龄高于江苏、浙江  

2007年，上海聘用长期专家的平均年龄为38.1岁，其中40岁以上占总量的44.8％，在长三角地区最

高；江苏聘用长期专家平均年龄以1岁之差位居第二；浙江引进长期专家平均年龄为36.3岁，为三省市最

低，其中以30—40岁为主，占36.9％（见表8）。  

■  

（二）与我国其他省市对比  

1、上海引进教科文卫类境外专家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近几年，我国着力引进教科文卫类境外专家，对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

意义。2007年，上海聘请教科文卫类境外专家数量居全国第一，达24889人次，占全国同类境外专家的五

分之一多（20.5％）；北京和广东分别以24757人次和10162人次列第二和第三位（见图2）。  

■  

近年来，上海充分利用举办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和重要纪念日、节假日等重大

文化活动，发挥世博会的文化交流功能，以“柔性流动”和市场运行方式，吸引了海内外文艺人才尤其是



创作人才集聚上海。2007年，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来沪专家数量大幅增长，达到628人次，是2004年的10

倍以上。  

2、上海联合办学引进境外专家数量几近半壁江山  

联合办学，即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在教育领域里出现的新生事物，主要指外国教育机构

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的教育机构和项目。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中外合作办学正逐渐成

为我国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引进国外智力的一种新形式，为我国各类急需人才的培养发挥了良好的作

用。本次调查首次增加了对联合办学机构聘用境外专家情况的统计。2007年，本市联合办学机构聘用境外

专家共计3239人次，占全国总量的44.5％，几近半壁江山。其中，尤以外商投资办学机构聘用的境外专家

数量居多，为2160人次，列全国第一；港澳台商投资办学机构境外专家数量仅次于广东，达1079人次（见

表9）。  

表9 2007年联合办学机构聘请境外专家情况  

■  

3、上海在引进高科技人才方面略逊一筹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高科技人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突

出。2007年，上海通过项目技术服务方式引进的境外专家为4190人次，占境外专家总量的比重为5.5％，

但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8个百分点（见表10）。  

表10 2007年按聘用方式分境外专家情况  

■  

上述情况同样在长期专家聘用中有所反映。2007年，上海聘用的长期专家为44391人，其中高级技术

人员6808人，所占比重为15.4％，比全国平均水平（22.7％）低7.3个百分点（见图3）。  

4、上海聘用长期专家学历层次低于重庆、北京  

2007年，上海聘用长期专家中，大学、硕士及博士所占比重分别达到66.2％、14.9％和4.6％，均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京津沪渝四个直辖市中，上海聘用的硕士与博士专家比重仅高于天津，远低于重庆

和北京，其中，北京聘用的硕士与博士专家比重均在20％以上，分别为22.9％和24.8％；重庆聘用的硕士

与博士专家比重分别达到26.9％和11.2％（见表11）。  

表11 2007年全国和四直辖市聘用长期专家学历层次情况  

■  

四、建议  

1、发挥长三角引智联动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

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推动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显然是国家区域发展

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长三角聘用境外专家人数总计达到14.8万人次，约占全国的1／3，显

示出强劲的发展动力。而从行业分布看，本市在保持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服务业优势的同时，还应着力引

进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重点服务业领域的专才，并通过建立高层

次人才共享、互通机制，与江苏和浙江引进的大量制造业人才形成优势互补，发挥长三角引智联动、集聚

效应，共同提升区域整体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依托中外联合办学模式，提升教科文卫领域引智质量  

上世纪90年代初，本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历经近20年的实践，中外合作办学模式

不仅为本市培养了大量的国际化人才，引进了许多国际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和教学管理经验，同时在引进国际教育人才资源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使本市教科文卫类境外专家数量多

年来位居全国前三。本市在“四个中心”建设中，需要大量高层次、高技术专业人才，因此，应进一步创

新引智思路，依托中外联合办学等模式，与境外教育机构在人员、资金以及课程等多方面开展合作与交

流，充分利用国际教育资源，加大教科文卫类专家引进力度，进一步提高引智质量，提升本市教育行业国

际化水平。  

3、大力引进高科技人才，提升本市自主创新水平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点向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转移，各国间的竞争也逐步转向人才的竞

争，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的竞争。2007年，本市聘用长期专家中，高级技术人员为6808人，比2000年增长

1.6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4.7％。本市引进高技术人才虽有长足发展，但与其他省市相比，本市引进境外

高科技人才所占比重仍然偏小，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2006年，本市R&D折合全

时人员为8.02万人·年，位居全国第六，在京津沪渝四个直辖市中仅次于北京。因此，本市应按照可持续

发展要求，围绕科技发展重点，促进港航、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等重点领域的专项人才引进，

同时，通过境外专家与高校、企业等单位的合作，产学研相结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高本市自主创新

能力和提升创新水平。  

4、加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领域引智，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调查资料显示，各省市聘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等有关防灾减灾领域的专家较少，所占比重尚

不足百分之一，本市也如此。近年来，世界各地接连发生自然灾害，各种灾难威胁着人类生存环境。今年

我国也接连发生雪灾、地震及洪水等自然灾害，全国人民虽然齐心协力抗灾，将灾害损失降低到最小，但

也暴露出在自然灾害预警机制建设以及水利、环境监测和公共应急措施等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因此，上海

作为国际大都市，在防灾减灾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有着广阔的拓展空间。有关部门应引导社会各方

重视参与灾害风险管理，特别是对于台风、赤潮、浓雾等本市常见自然灾害的预警与防范，加强国际间的

人员与技术交流，有效提高城市整体防灾减灾能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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