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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美两国之间人才流动的规模、趋势、结构等是直接反映两国国家创新体系联系及互动的重要

参考依据。本文从留学生、访问学者以及移民等视角，探讨中美创新人才流动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

认为留学、访学及移民群体为两国经济与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现阶段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美人才

流动的“单向趋势”仍将继续，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大规模限制中国赴美留学生的可能性较低，

中国应当进一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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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支撑国家创新体系的最关键要素，没有

高质量的科技创新人才，国家创新体系就像无源之

水 , 无法可持续发展。而两国之间人才流动的规模、

趋势、结构等更是直接反映了两个国家创新体系的

联系和互动情况，对此进行分析将为我们建设完善

国家创新体系以及制定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提供决策

参考。

1　中美人才流动的主要特征

近年来，在留学生、访问学者、移民等方面，

中美人才流动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趋势。

1.1　中美互派留学生在数量、学习领域、学历等

　　 方面呈现不同特点

1.1.1　中国连续 9年位居赴美留学生来源地首位

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2018 Open Doors 研究

报告 [1]，中国赴美留学生数量逐年增加，2018 年共

有 36 万名，占在美留学生总数的 33.2%。其次为

印度留学生，约占 17.9%，排名第 3 的为韩国留学生，

约占 5.0%，第 4 为沙特阿拉伯留学生，约占 4.1%，

第 5 为加拿大留学生，约占 2.4%。中国已经连续 9 年

（从 2010 年开始，此前是印度）蝉联赴美留学生

来源地的第 1 位。与最早留美学生大多为公派出国，

公费或申请奖学金来承担学习和生活开支不同，近

年来我国自费留学的学生比例接近 6 成。

美国来华留学生数量近 10 年来一直稳定排

在 世 界 各 国 来 华 留 学 生 的 前 5 位， 保 持 在 1 万

~2 万人的规模（见图 1）。根据教育统计数据 [2]，

2006 年来华学生数量前 5 名的分别是韩国 5.8 万

名、日本 1.8 万名、美国 1.2 万名、越南 0.7 万名

和印度尼西亚 0.6 万名。2018 年共有来自 196 个

国家和地区的 49.2 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其中

位列前 5 位的分别是韩国 5.06 万人，泰国 2.86 万

人，巴基斯坦 2.80 万人，印度 2.32 万人，美国

2.10 万人。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 6.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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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来华生总数的 12.81%，自费生 42.9 万人，

占来华生总数的 87.19%。美国学生比较热衷的

留学国家一直是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

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2007 年中国首次超越澳大

利亚，成为美国留学生目的地五强之一。相对而

言，美国留学生分布在各目的地国家的数量比较

均衡，2017 年美国共派出留学生 33 万人，排名

第 1 的英国占比①为 12% 左右，中国排名第 6 位，

占比为 3.6% ②。

1.1.2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是

　　　 中美留学生主要学习领域

近 10 年来，中国学生赴美学习的主要学科领

域较为固定，学习人数占全部中国留学生比例位列

前 5 位的学科分别为商业管理（约占 25%）、工程（约

占 20%）、数学和计算机（约占 15%）以及生命

科学和社会科学（约各占 9%）。

近 10 年来，美国在中国的留学生主要学习领

域主要集中在 STEM（20% 以上）、商业管理（20%

①　指美国赴英国的留学生占美国全部留学生的比例。

②　中国按照自然年统计，美国按照学年统计，故中国教育部与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统计数据略有出入。

图 1　中美互派留学生数量及所占比例（2005—2018）

　　　　　　数据来源：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2018 Open Doors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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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社会科学（20% 左右）、外国语（8% 左右）、

应用艺术（8% 左右）等学科。横向来看，虽然中

美两国留学生都将 STEM 专业作为主要学习领域，

但中国留学生学习 STEM 专业的比例较美国留学生

要高。

1.1.3　中美留学生攻读学历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

自 2006 年起，中国赴美攻读本科及研究生学

历的留学生数量都在稳步增加，但比较而言，攻

读本科学历留学生数量增加较快（见图 2）。攻

读本科或者在本科期间赴美留学的人数从 2006 年

的 9 304 人增加到 2017 年的 14.3 万人，攻读研

究生或在研究生期间赴美留学的人数从 2006 年

的 4.7 万人增加到 2017 年的 12.8 万人。在比例

方面，攻读本科生占中国赴美留学生的比例从

2006 年的 15% 上升为 2017 年 49%，而攻读研究

生的比重从 2006 年的 76% 下降为 2017 年 44%，

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变化趋势。此外，1995 年—

2015 年，获得美国科学与工程（S&E）博士学位

的国际学生中中国位列第一，共有 64 000 名，占

比超过 1/4[3]。

自 2006 年以来，每年美国赴中国的留学生数

量和各类学生的比例基本稳定，总体来看学历教育

偏少。美国留学生中本科生的比例在 88% 左右，

其中大部分是在大二和大三学年到中国进行为期两

个月或者一学期的短期访学，高中毕业生来中国攻

读本科学位的，仅占 2% 左右。留学生中研究生的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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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约为 12%，主要是硕士研究生，2017 年占比

超过 7%，博士研究生仅为 0.7%（见图 3）。

1.1.4　我国留学人员学成归国率总体呈上升趋势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环境持

续优化，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回流率显著提高。从

2004 年出国留学人员 11.5 万人，归国人员 2.5 万人，

发展为 2017 年出国留学人员 60.8 万人，归国人员

48.1 万人。学成归国人员占出国留学人员的比例逐

图 2　中国赴美留学生学历情况（2006—2017）

　　　　　　　数据来源：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2018 Open Doors 研究报告。

图 3　美国在中国留学生学历情况（2006—2017）

　　　　　　　　数据来源：美国国际教育协会《2018 Open Doors》研究报告。

年上升，2017 年已经超过了 80%（见图 4）。

1.2　中国学者赴美访学数量稳居第一，专业集中

　　 于 STEM 领域

1.2.1　中国是赴美访问学者第一大来源国

自 2001 年起至今，各国赴美的访问学者数量

呈缓慢上升趋势，从 2001 年的不足 8 000 人增加

到 2017 年的 13.4 万人，其中来源地排在前 6 位的

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韩国、德国、加拿大和日本。

中国、印度和韩国 17 年来稳居前三甲位置，中国

一直是赴美访问学者第一大来源国，且访问学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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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逐年上升，从 2001 年的 1.48 万人增加到 2017 年

的 4.51 万人，占全部赴美访问学者的比例从 18.7%

上升到 33.7%。2008 年印度首次超越韩国成为赴

美访问学者第二大来源国，这与赴美留学生的来源

地结构相似（见图 5）。

1.2.2　中国学者赴美访学的主要专业集中在 STEM

　　　 领域

中国访问学者绝大部分主要从事 STEM 领域

的研究，少数从事农业、医学以及生命科学等领

域的研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圣地

亚哥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耶鲁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大学是接收中国

访问学者最多的 10 所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国访问

学者以公派居多，得到了中央及地方政府或者地

方高校、科研机构的资金和项目支持，自费出国

图 4    我国出国留学人员与归国人员数量（2004—2017）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数据 2010—2018[4]。

图 5　赴美访问学者总数及国别分布（2001—2017）①

　　  数据来源：美国国际教育协会《2018 Open Doors》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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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00—2016 年中国移民美国人数统计图

　　   数据来源：OECD 国际移民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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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向美国的移民数量呈波动态势，一半拥

　　 有高学历

中国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国家为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其中获

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数量最多 [5]。

1.3.1　中国向美国移民数量呈现出波动的态势

中 国 向 美 国 的 移 民 人 数 不 断 累 积， 截 至

2000 年，中国（包括香港地区）出生者居住在美

国的人数为 119 万人，从 2000 年至 2016 年，中国

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增加了 120 多万，平均每

年 7.5 万人左右。到 2016 年，中国移民至美国的

人数总计达到 242 万人 [6]（见图 6）。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移民

数据集 [7] 统计结果显示，2000—2016 年期间，每

年从中国移民至美国的人数在 4 万 ~ 9 万人之间，

受美国移民政策的影响，移民数量呈现出波动的态

势（见图 7）。

1.3.2　中国移民至美国的公民大多具有良好的教

　　　 育和职业背景

在受教育水平方面，2016 年 25 岁以上的中国

大陆移民近一半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而在所有移

民中只有 30% 的人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27% 的

中国大陆移民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而所有移民中

只有 13% 的人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在职业方面，

52% 的中国大陆移民从事管理、商业、科学和艺

图 6　1960—2016 年中国（含香港）在美移民累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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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等技术水平较高的职业，而所有外来移民从事这

类职业的比例为 32%。在创业方面，移民创建了

美国 1/4 的高技术公司，中国、印度和韩国属于向

美国输送移民创业家排名前 10 位的主要国家 [8]。

2　中美两国人才流动的几点思考

通过对留学生、访问学者以及移民等角度的统

计数据分析，了解中美双方人才流动的基本情况，

对于研判中美人才发展趋势提供了启示。

第一，留学、访学及移民群体为两国经济与

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几年来，每年中国

赴美留学、访学以及移民的人员总数近 50 万，这

些人员都有着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以及专业技术能

力，其专业技能、资金、文化等资源为美国科技

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赋能。留学生源源不断的涌入

为美国经济贡献“红利”，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

协会 (NAFSA) 研究报告显示，仅中国留学生每年

就为美国经济贡献了超过 138 亿美元 [9]。美国赴

中国的留学生数量虽然不多，但他们也为加强中

美两国科教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在国家创新体系最为关键的人才资源方

面，现阶段美国无疑掌握了主动权。从中美互派留

学生数量差，中国赴美访问学者以及移民的数量和

流向来看，美国对中国学生和学者的吸引力更大，

充分显示了美国在教育和科技资源方面的世界领先

地位。现阶段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美人才流动的

“单向趋势”仍将继续。在留学领域，本科留学生

逐渐成为中国赴美留学的主力军。在国际访问学者

领域，美国成为中国学者最热衷的访问目的国，到

美国访学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学者晋升的必经之路。

随着美国移民政策不断收紧，中国移民到美国的人

才数量可能会有所下降，但中国移民的质量可能会

随之提升。

第三，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大规模限

制中国赴美留学生的可能性较低。一是因为特朗普

政府想要通过行政命令限制美国高校招收中国留学

生并不容易。美国大学的自治传统由来已久并且受

到宪法保护，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没有干预大学自

治和自主运营的权力。招收国际学生既符合美国高

校的多样性传统，又可以为高校带来丰厚的利润回

报，各高校会在利益权衡后作出理性的决定，不太

可能“收紧口袋砸自己的饭碗”。二是 STEM 专业

是美国大学最为热门的专业之一，研究生以上国际

学生比例达到 80%，但美国 STEM 人才依旧短缺。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预测，直接与 STEM 专业挂

钩的工作岗位将在 2022 年超过 900 万，要让这些

岗位都被填满，美国所有大学每年的 STEM 毕业生

数都要比上一年上升 34%。美国移民理事会指出，

外籍 STEM 人才将继续成为美国境内 STEM 产业发

展的一大主力，毕竟美国现在近 25% 的 STEM 工

作者为外籍人士 [10]（见表 1）。由此可见，美国大

学对于 STEM 专业的资源倾斜将会越来越重，甚至

有望增加 STEM 专业的学生人数，而中国作为赴美

留学生第一大来源国（并且 STEM 专业是中国留学

生的主要学习领域），受到较大规模限制的可能性

较低。

第四，中国应当进一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开

放性。在创新活动全球化趋势日渐兴起和新一轮产

业变革提速的背景下，提升中国创新体系的开放性，

加强对全球人才等资源的配置能力尤为重要。一方

面，中国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欢迎世界各国人

才到中国留学和访学。人才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

资源，随着我国科技创新实力的不断提升，打造更

加开放、包容、友好的国际人才吸引体系，利用更

多国际人力资源服务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十分必要和

紧迫。另一方面，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性不仅体现

在引进来，还体现在走出去。中国仍然要坚持鼓励

留学的原则，除了将美国作为目的国之外，还可尝

试其他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国家。

3　政策建议

在中美竞争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可能会在各方

博弈中做出人才政策的调整。基于此，中国应当在

更加激烈的人才竞争态势中把握主动权，做到吸引

国际人才、鼓励留学人员归国与提升自主人才培养

能力“三管齐下”。

第一，扩大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吸引国际人才

的自主权。我国在材料科学、量子通信、工程技术

等领域的研究实力位于世界前列，同时科研环境大

幅改善，已经具备了吸引国际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基

础条件。应当通过加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聘用外

籍科研人员权利、给予外籍科研人员工资及科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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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待遇保障等途径，通过合作研发项目以及人才中

短期、长期引进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扩大来华教

学、科研及访学的外籍高层次人才数量。

第二，创造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社会及人文

环境，吸引海外人才以多种形式来华从事科研活动。

虽然目前我国还不是移民国家，但仍需在吸引国际

人才资源及环境营造方面持积极主动态度。需要建

立健全技术移民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建立外籍

人才用人制度，提高外籍人员占比。通过吸引外国

人来华留学、访学、技术培训等方式，择优留用发

展中及落后国家有潜力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同时，

要加快科技人才服务制度改革，在入籍、子女上学、

买房、就医、养老等方面为外籍人才提供便利，形

成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学术环境和社会氛围。

第三，加强对高层次及核心技术领域留学归国

人员的激励力度。对于在美国及世界知名大学取得

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以及机械、工程、

计算机和生物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创新人才，应

当在人才归国落户条件、工资待遇、工作启动经费

以及生活保障等方面不断加以完善，吸引他们学成

归国，为我国科技创新贡献力量。

第四，进一步改革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体系，激

发人才创新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打造国内高校的品

牌优势，发挥它们在优势学科和优势领域对学生的

吸引力。同时在现有高校自主招生基础上，探索创

新型人才的培养方式，在加大对双一流高校科研经

费和科研项目支持的基础上，开展创新型人才培养

试点，从学术能力、思维能力、探索能力、组织协

调能力等方面加强对学生综合创新能力的培养。

第五，推动科研活动国际化进程，加强我国科

技人才国际交流能力的培养。科研活动国际化能够

更充分地使用国外科技人才资源，应当进一步鼓励

我国企业在国外设立研发机构，推动科研机构与国

外大学等机构建立联合实验室或联合中心，提升我

国高校与科研机构与国外相关机构交流的制度化水

平。此外，人才的流动不仅体现为人的学术能力，

还有国际交流能力，国际化交流能力已经成为衡量

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标准 [11]。在国际交流与合作实

践中，应当树立国际理念、拓展国际视野，注重提

升和培养我国科技人才的国际交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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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nlightenment of Talent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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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ale, trend and structure of talent flow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directly reflecting the contact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of the 
two countr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flow of innovative 
talen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visiting scholars and 
immigrants. It is believed that studying abroad, visiting students and immigrant groups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echnology of two countries. The “one-way trend” of the flow 
of talen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China should further enhance the openness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several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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