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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国际交流合作的日益扩大和深化，逐渐递增的中国留学生的跨国流动愈来愈呈现出不对称的特 

点。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留学生跨国流动所造成的智力损失对我国及智力接收国的影响，提出了优化我国留学 

生跨国流动机制的对策。 

关键词：智力损失；人才流动；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G6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l2004)02-0020-03 

人力资源是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动力．人才流动是人力资源开发和合理配 

置的关键环节，这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交流合作日益扩 

大和深化。逐渐递增的中国留学生的跨国流 

动，在给本国带来先进的技术、管理和工艺 

的同时，也造成了本国的智力外流和人力资 

本投资的外对性，而且愈来愈呈现出不对称 

的特点。 

1 跨国留学人员数据适用性的综合 

描述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发展 

水平还很低，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相当有 

限。在很大程度上人的价值还不能得以充分 

实现，从而，流出多于流人。很大一部分是出 

国深造：政府或机构派出去的留学生：还有 

一 部分是自费出国。出国深造的留学人数可 

以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这些数据是由 

教育部提供的，但仍不完整。20世纪90年代 

以前，这些数据没有包括自费出国的人员。 

由于外汇和个人收入的增加，自费出国留学 

的人数也相应地逐渐增加．然而即使统计数 

据作了一些调整，也仍没有完全包括那些自 

费出国留学的人员。而且．公布的数字也没 

给出一个详细的指标，如接收国家、专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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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年限等。另一方面，近年来政府资助的 

留学名额已大大降低。对这些学生来说，接 

收国家和所研究的领域受到了严格限制．从 

1996年负责挑选学生出国留学的国家留学 

基金委员会的资料中我们可窥见一斑。看 

来，如果资料数据没有包括自费出国留学的 

人员，那么教育部所统计的总体数据将基本 

上失效。 

国家出入境管理局作为公安部的一个 

子机构．控制着出国人员的护照发放和检 

查，他们有较为完整的数据，然而，公安部的 

数据是保密的，因此专家学者在研究留学生 

跨国流动时所获得的数据也只能是不完整 

和不精确的。更何况，公安部的数据也只是 

那些成功申请出国留学人员的人数，对于那 

些被拒之于门外和以其他原因申请出国未 

成者并未记录在档．因此，数据存在某种程 

度上的不准确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负责包括政府 

机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大规模企业等 

国有单位员工管理工作．当这些单位的人员 

学成回国工作时．负责人事的有关部门将会 

接收他们并对其进行安排。然而，这些留学 

回国人员的人数也没有得以系统仔细地搜 

集和整理，基于此，所有的研究工作的可操 

作性都有少许折扣。 

2 跨国留学人员流动的经济分析 

从2o00年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中我 

们可窥见一二，附表是国家教育部提供的从 

1978～l999年出国留学人员漉出和漉人的人 

数。 

在这里Y代表漉出总人数。X1代表自 

费流出人员，X2代表政府派出人员。X3代 

表单位派出人员。由图l可知．漉出总数的 

增加主要是自费漉出影响所致。政府和单位 

派出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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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附表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外交 

流合作的领域扩大，我国到外国留学的人数 

逐渐增加，随着近年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 

这种交流和合作有急尉扩大的态势。从 l998 

年的36 000人一年同就扩至8o 00o人，增 



附表 出国留学人员流出与流入人数统计表 

年份 出国留学人数 返回人 

(年) 总数 自费 政府 单位 数(人) 

加了1．2倍．而且这种增加主要是自费出国 

留学造成的。随着政府和单位派出留学人员 

的减少．自费出国留学人员迅速增加，其对 

留学人员总数产生的影响是最大的，特别是 

从上世纪9o年代后半期以来，其比例逐步 

上升．从 l996年的68．5％增加到 1999年的 

93．78％，但同期的返回人数比例却从36．7％ 

下降到 l1．9％。由此可见，尽管留学生回流 

的总数在逐渐增加，但相比于逐渐递增的流 

出总数。中国的大量人才在逐步流失，我国 

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出现了外对性的特点，而 

且呈现出越来越失衡的现象。 

通过对人力资本国际流动的均衡分析． 

我们得出智力损失的原因：我国古代的贤哲 

们曾经提出世界大同的理想，今天的欧洲共 

同体及其他许多经济联盟都在某种程度上 

努力实践着这种理想。按照这种理想，国与国 

之间不仅应该实行自由贸易，而且应该实现 

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那么，是不是只有完 

全竞争的市场条件，才允许资源的自由流 

动，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达到最高的 

效率水平呢?对于人力资本国际流动所产生 

的经济效应，用图2可以说明。 

图2中左侧代表甲国的劳动市场，工资 

为W．劳动供给曲线为SL(在短期内为垂直 

线1，对劳动的需求曲线为MVPL。由此可知， 

W ▲ I__ 

～ 一三 j G ItV P L'
I-! 

ll_ 

一  ， 

、
、 — 

(已_》▲ ■’ 

B  

I  

D  

～  O’ 

甲国的国内工资水平为OH，劳动力供给数 

量为ON。图2中右侧代表乙国的劳动市场， 

工资为W ，劳动供给曲线为SL ，对劳动的 

需求曲线为MVP L。由此可知，乙国的国内 

工资水平为O I，劳动力供给数量为O N。 

如果甲、乙两国政府允许劳动力自由流 

动，则因为甲国的工资水平低于乙国，劳动 

力将从甲国流向乙国，流出人数为N N．两 

国工资水平趋于一致，经济平衡点为E。劳 

动力跨国流动前，甲国工资水平为OH，总产 

出水平为 MVPL下面从O到N的积分面积 

OAFN，劳动所有者所获报酬为矩形面积O． 

HFN，土地、资本等其他要素所有者所获报 

酬为三角形面积HAF。乙国工资水平为O I． 

总产出水平为MVP L下面从O 到N的积分 

面积即梯形面积0 BGN．劳动所有者所获报 

酬为矩形面积0 IGN，土地、资本等其他要 

素所有者所获报酬为_一角形面积IBG。劳动 

力跨国流动后，甲国工资水平升为OC，总产 

出水平减少为梯形面积OAEN ．劳动者报酬 

变为OCEN ，土地、资本等其他要素所有者 

所获报酬明显减少为三角形面积CAE。乙国 

工资水平降为OD(=OC)，总产出水平增加为 

梯形面积0 BEN ，劳动者报酬变为矩形面 

积0 DEN ．土地、资本等要素所有者所获报 

酬明显增加为三角形面积DBE。 

通过对比分析不难看出，劳动力的国际 

流动使两国工资水平趋于一致，使两国总产 

出水平之和有所增加 f即图2中的三角形面 

积GEF)。甲国因劳动力流出而蒙受损失，总 

产出减少，其他要素所有者的报酬降低。乙 

国因劳动力的流入而获取相应的利益。很明 

显．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使世界总产出水平提 

高，资源配置更趋合理，而且如果考虑甲国 

可以得到移民从国外汇回的部分收入的话， 

甲国总产出水平(GNP)的下降并非像以上分 

析的那么多。不过，对于原工资水平相对较 

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往往是具有特殊技能 

或受到较多教育的人更易流出，造成所谓的 

智力流失(Brain Drain)。对这一问题，发展中 

国家必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给予解决．并要 

制定相应的政策加以调控。 

3 人才留出的

中国留学生的跨国流动对中国和外国 

都有或正或负的影响，所不同的只是范围和 

程度上的差异。 

3．1 智力损失对中目的影响 

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智力损失，它们对中 

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一种是暂时 

流出，这些出国留学生只是为了能够从外国 

学得技术、获取学位，他们或者立即或者在 

外国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归返本国，很大一部 

分政府和单位派出的留学生就属于这种情 

况。另一种是永久留出，他们在国外学习并 

在那里工作和居住。这是些真正的人才流 

出，也称为人力资本损失。 

过去，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是由政府资 

助的，个人承担的教育成本非常有限。20世 

纪9o年代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步进行 

改革，开始向学生收取学费。但这些学费并 

没有包括政府对教育的支出。一些专家估算 

培养一个大学生要花费20万元的成本．它 

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总花费。截止到 

2000年，我国已经永久地至少损失了20万 

个留学生，这表明我们已经损失了培养人力 

资本所花费的4OO亿元的教育投资，大约相 

当于l998年整个政府教育支出的2O％。 

自费出国的学生要比在国内学习付更 

加昂贵的学费。结果是，随着自费出国留学 

人员的增加，国内资金的流出变得越来越严 

重 假设留学生每人每年花费2万美元， 

2000年中国自费出国留学的学生数是8万 

人，那么中国当年就要损失 l6亿美元，这些 

数字并不涵盖往年的学生花费，也没有考虑 

外国资助学习的学生。上述数字仅是从人力 

资本的投入角度来计算的损失，如果把个人 

和社会的机会成本包含在内，那么由留学生 

的流出所造成的损失将会更大。 

外汇和人力资本的双重流出构成了中 

国经济资源的损失，这进一步减缓了中国的 

经济发展。而且，大部分留学生都是中国顶 

尖的高科技人才，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竞 

争将是竞争的核心。中国高技术人才资源包 

括那些在科技领域起领导作用的人才的流 

出将无疑影响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根据瑞士 

国际管理学院2000年国际竞争力报告．我 

国合格工程师可用性指标捧在倒数第 l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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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格信息技术人才的可用性指标排在 

倒数第2位。这表明我国缺乏关键的技术人 

才．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国高技术人才资源 

的流出。特别是20世纪 90年代之后，毕业 

于国内名校的优秀学生纷纷出国，这对我国 

未来潜在的科技发展将产生更加意义深远 

的影响。例如．每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化学系 

和生物系都有40％的大学毕业生以自费的 

形式出国。当今．我国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 

的优秀中青年研究专家的流失现象变得愈 

加严重，这些部门发现留住这些优秀的人才 

变得愈来愈困难。 

当然．这些消极的影响也可能会部分地 

被一些积极效应所抵消。第一．人才的跨国 

流动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使我国的留学生 

能够很快地了解到科学技术的前沿问题．从 

而提升我国的科研水平。第二，留学国外的 

学子们不但学到了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 

验和手艺．而且扩展了视野．极大地增加了 

人力资本存量。如果人力资本的存量根据投 

人成本来计算，保守估计每个留学生在4年 

里每年获得 10 000美元的奖学金或补贴． 

且假设每年有 lO万人回国，那么他们会带 

给本国40亿美元的人力资本投资。学成回 

国人员在国内开办公司不仅带来了先进的 

管理知识、手艺和科学技术。而且能够获取 

准确的信息资源和建立更加广泛的商业网 

络，这都有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从这 

方面来说。他们的产出超出了他们在国外学 

习期间的投人。第三。留学生的跨国流出将 

会更进一步地促进我国的人事管理改革。人 

事管理系统将会逐步向有利于归国人才的 

利益倾斜，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实现他们的 

自身价值。第四，携带专利回国的人员极大 

地帮助本国提高了市场竞争力。财产所有权 

得到了界定和保护，从而归国人员能够从创 

造和发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第五，人员的 

漉出。使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得 

以减少 

3．2 智力损失对外国的影响 

很明显，接收国将会从人力资本存量的 

增加中获益，大部分留学生都是受过高等教 

育的，接收国无需投资便可以从中获得高技 

术人力资源。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西方国 

家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信 

息技术工人有着强烈的渴求。这些国家纷纷 

出台政策从发展中国家网罗人才。美国经济 

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外来人口。这些 

外来移民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这种外来的巨大人力资源加速了美国经济 

的发展，使美国的经济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信息产业作为知识经济中的领头羊将无 

可置疑地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增加国家的 

全球竞争力。当然．任何事物都要辩证地看 

待，人才的流人对于接收国家也具有反面效 

应，对于国内工人来说。增加了他们的就业压 

力，接收国家将可能采取措施保护本国工人。 

总的来说。留学生的跨国流动对于流出 

国家和流人国家来说，得失是不对称的．当 

然双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存在的．留学生的 

跨国流动促进了技术、资本、知识和信息的 

跨国转移．进而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 

际文化技术交流。从而增加了流出、流人国 

的收益。 

4 政策建议 

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竞争主要 

是技术。特别是高技术的竞争。西方发达国 

家为了维护其在竞争中的领导地位竭力地 

网罗各国人才以满足其需要。发展中国家为 

了发展本国经济也出台了各种政策盛邀外 

国专家。搜寻本国人才，鼓励出国留学人员 

回国工作，因此为了制定更有效的政策，建 

立留学生的跨国流动机制．做好留学生跨国 

流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影响的研究 

就显得异常必要。为此。我们必须做好以下 

方面的工作： 

第一．留学生跨国流动的数据统计应包 

括多个不同的国家．而不应仅包括几个主要 

的国家，以获取准确的统计数据。政府应该 

意识到收集数据的重要性．有关部门在从事 

国际交流和协作时应建立完整的统计指标． 

改进统计方法．以真正反映流出人员的人数 

和结构。然而，在我国还很难获得准确的数 

据。众所周知，通过建立一个人才流出和流 

人的完整数据库能够帮助我们很方便地研 

究很多问题。通过对公安部的数据进行一些 

归总分析我们能够获得一些合乎要求的统 

计指标。如果要想进一步进行更精确的分 

析，尚需在外国驻本国大使的协作下得到流 

人其国家的本国人才的准确数据。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外流有微 

观的经济利益动因．并受母国经济发展进程 

的影响。对人力资本外流可采取适度限制的 

措施，如征收“人才外流税”，以补偿输出国 

公共投资的损失。但更为有效的办法是充分 

利用人才．使留学生愿意回来，并通过加快 

本国经济发展。大幅度提高高素质人才的经 

济收益，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尽管 

我国自1999年就开始实旅大学扩招政策． 

希望通过扩招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为我 

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但目前我国的 

中青年人才依然紧缺。国家教育部的资料显 

示．2001年我国的高校中40岁以下的青年 

教师有36．4万人．占教师总数的68．4％．而 

40岁以下的教授仅有7 000人．占教授总数 

的13．7％。虽然这与 1999年相比，已有了很 

大提高，但对一个拥有 l3亿人口的国家来 

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吸引、培养和 

造就高层次的人才．依然是我国高校的头等 

大事。当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成为世界各国 

国力竞争的核心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我国也应加紧制定和调整高层次人才资 

源的开发战略，力争在世界人才竞争中占据 

有利地位。 

第三．完整的报酬不应只体现人才在积 

累人力资本过程中支出的经济成本。还应体 

现人才在维持生产和再生产中的所有成本 

和风险，如住房、养育子女、医疗 、养老及失 

业保险等。笔者以为，要增加人力资本在国 

内的非经济收益，重视发展国内的高等教 

育，为高素质人力资本实现自身价值创造条 

件。实行开放的用人制度，在用人范围上要 

突破单位、部门、区域甚至国籍的限制。面向 

国内、国际人才资源市场。同时。还需在合同 

聘任的基础上，采取长期的、短期的、兼职 

的、临时的用人方式。为人才投资的收益最 

大化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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