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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领域海外归国与本土高层次人才科研产出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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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介绍国际人才流动的宏观背景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科学领域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必要性。从政策促

进、决策咨询、学术贡献、双创示范、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科研产出等6个层面定性比较了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和本

土高层次人才的贡献。通过引入社区发现基本概念，提出一种可以定量比较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和本土人才在占有相

近创新资源条件下对应产出情况的框架。利用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中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提交的研究报告，对该框架

进行案例验证。研究结果表明：科学领域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外归国与本土高层次人才学术成

果丰硕，且有较强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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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talent flow is introduced as a macro background. And 

the necessity of attracting more overseas high-level talents in science research are is also mentioned. The 

contributions of local high level talents and returnees are compared qualitatively in 6 aspects, including 

policy formulation, decision-making advice, academic output, demonstration-effec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quality of S&T personnel,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social network community discovery, a framework for comparing the output of returnees and local high-

level talents quantitatively under the same level of R&D funding is proposed. The empirical studies are carried 

out by analyzing the research reports submitted in the National S&T Reporting Service Systems to verify the 

framework.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hievements of returnees in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re 

remarkable. And the two kinds of talents are complementary to one another in the research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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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源，决

定着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成败。从国家间竞

争看，世界上经济和科技相对发达的国家和地

区，均具备较强的科技人才优势。在全球科技和

经济急速变革的背景下，人力资源特别是高层次

人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传统上，美欧等发达国家是高层次人才的首选流

入地。与此同时，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

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和研发能力不断提升，科研

领域高层次人才回流成为国际人才流动的新趋

势。2008年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启动了旨在引进

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的“千人计划”，吸引

4180位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或来华创新创业 [1]；

在“千人计划”的推动下，各地方政府、许多部

门也先后出台了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措

施，带动大批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流入。印

度也积极改革侨民管理机构，吸引海外印度人回

国发展。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

(Population Division，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统计 [2]，整理了57
个全球主要经济体2013年度双边移民流动网络图

（图1）。其中，中国和印度在作为主要的高层次

移民流出国的同时，来自于欧美国家的人才流入

量也在不断增加。

从整体上看，我国通过海外高层次人才引

进，取得了一批标志性原创性创新成果，攻克

了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促进了

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推动了地方经济的

转型升级，推进了科技、教育和人才工作的改革

与创新 [3]。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包括科学

研究的许多领域，我国的人才储备量较发达国家

还存在较大差距，人才总体水平不高，原创性成

果不足，国际化程度还需进一步加强，需要继续

大力开展相关工作。根据世界银行数据 [4]，2013
年，我国每百万人口中研究人员数量为1019.57
人，约为美国的1/4，日本的1/5和韩国的1/6，
且同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相比，过去15年研发人

员增长趋势的比较优势并不明显（图2）。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不同类型人才贡献情

况进行了大量研究。吴江从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满意度的角度，对“千人计划”入选者回国开展

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得出入选者满意度总体较

高的评价结论 [5]。白勇、陆道坤对海外高层次人

才引进的评价机制进行了定性分析，提出当前评

价机制仍有待改进 [6]。Erik Lundh也从国际的视

角对“千人计划”遴选机制进行了分析，对在中

国当前环境下能否引进一流人才进行了探讨 [7]。

闫光才对海外高层次人才滞留不归现象进行了

深入分析，并对引进一流人才提出了建议 [8]。

Richard Van Noorden则站在中国科技投入与发展

图1  57个全球主要经济体2013年度双边移民流动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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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提出中国高端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 [9]。李

燕萍、郭玮、夏义堃对高校引进的海外归国高层

次人才考核指标设计缺乏针对性问题进行了初步

分析，但是没有提出定量的评价模式 [10]。司江

伟、孟晓娟针对部分科研机构中海外归国人才与

本土人才难以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提出了设置海外归国人才过渡期的建议 [11]。金

炬、马峥、梁战平和Mu Rongping、Qu Wan分

别从科技文献产出和科技统计数据的角度较为全

面地分析了科技人才学术贡献价值指标 [12-13]。

Eric Hanson、Denis Fred Simon、Cong Cao、倪鹏

飞、李光全等分别从国际人才竞争力的角度和有

潜质人才遴选的角度分析了对高层次人才的评价

指标 [14-16]。

在持续开展高层次人才引进过程中，无论在

管理层面，还是在社会舆论层面，社会各界对引

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始终予以

高度关注，其焦点之一就是入选者占有创新资源

及对应产出匹配程度。从科技管理的角度看，同

任何社会群体一样，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的类别

差异和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17]，其学术成果、

工作意愿、发挥作用情况是在多种主观因素和环

境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综合结果。如何科学、客观

地评价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的产出，是科技人才

管理方面的一个难题。长期以来，因为缺乏定量

分析的工具和有效的信息收集手段，尚无进行动

态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评价的成熟方法和系统实

践。本文将首先定性比较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和

本土高层次人才的贡献。在此基础上，介绍一种

基于社会网络中网络社区发现方法的对比分析不

同类型人才产出的理论框架，并利用国家科技报

告服务系统，对基础研究领域部分海内外高层次

人才成果进行实证对比分析。

2 概念界定

要科学、动态地实施对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

的评价，需要明确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的概念界

定和类型区分。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中

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

进计划的意见》，海外高层次人才一般应在海外

取得博士学位，原则上不超过55岁，引进后每年

在国内工作一般不少于6个月，并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教

授职务的专家学者；在国际知名企业和金融机构

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具有海外自

主创业经验，熟悉相关产业领域和国际规则的创

业人才；国家急需紧缺的其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

才。参考其他学者研究该问题的做法 [3, 5]，这里

以这一概念作为界定科学领域海外归国高层次人

图2  15个主要国家1997-2012年每百万人口研究人员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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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基本依据。在本文后续章节的定性及定量研

究中，将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创新类国家“千

人计划”专家作为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的基础样

本。在实际工作中，可根据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业

务领域，按照基础研究类人才、技术研究人才、

工程技术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等进行分类。

对于科学领域本土高层次人才，目前仍无统

一界定。这里采取按照类比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方

法予以界定。本土高层次人才一般应担任正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且从事基础研究工作并取得重大

成果。考虑到可比性，在本文后续章节的定性及

定量研究中，将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两院院士、

“973”计划首席科学家群体作为本土高层次人才

的基础样本。

3 定性比较研究

在科学研究领域，高层次人才除能在本领

域做出杰出成果、推动人才培养外，还可以在

与科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其他领域做出相应贡

献，包括促进和完善相关政策、参与重大事项

决策咨询、推动开展国际合作等。此外，作为

社会关注的精英阶层，其所做工作对社会大众

开展创新创业工作也能够起到很好的示范和带

动作用。在本节的研究中，将政策促进、决策

咨询、学术贡献、双创示范、人才培养和国际合

作6个层面的相关内容统一归结为高层次人才学

术贡献并进行分析（图3）。

图3  研究领域高层次人才在学术层面的主要贡献

为方便比较，将归国高层次人才和本土高

层次人才在每个细分指标下的贡献划分为重大贡

献、积极贡献、一般贡献和负面贡献4个类型。

其中，重大贡献表示该类型人才在相关层面发挥

了重大决定性作用；积极贡献表示起到了一定促

进作用；一般贡献表示作用不大；负面贡献表示

对相关层面产生负面影响。基于此，对图3所列

6项指标进行了细化比较，结果见表1。
从定性分析的结果看，两类人才在6个层面

均能够发挥正面的推动作用，同时对共同促进国

家科技发展和宏观政策完善的意愿突出。基于历

史原因，本土人才在参与制定完善人才发展战略

和规划，参加与其专业相关的国家重大战略、发

展规划咨询论证、产生重大标志性基础研究成果

等方面作用突出。基于具有国外创新创业经历的

独特优势，归国人才在促进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和

配套政策、建设高水平国际化创新人才团队、提

升学生国际化视野和水平、推动成果转移转化、

推进科技人才国际交流和推动建立与完善国际合

作网络等方面发挥作用相对更大。

4.定量比较研究

4.1 框架介绍

对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产出的定量评价实

际是检验这些人才发挥作用情况的核心手段，也

是对其占有创新资源及对应产出匹配程度的最有

效度量。为实现对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果的科

学评价，应该从入选者本人成果产出及与入选者

具备相同或相近创新资源群体的产出情况进行横

向对比分析。但是由于衡量一个学者产出的因素

多种多样，传统基于单一维度的对比很难反映出

高层次人才的综合水平。随着对社会网络物理特

性和数学特性的深入研究，研究人员发现网络中

存在有若干个团组组成的社区结构。在社区结构

内，网络成员之间的连接较为紧密，在社区结构

外，网络成员间的连接关系相对稀疏。发现这些

社区结构的过程称为网络社区发现。借助社会网

络分析工具可以对有关人才的科研产出相关数据

进行综合比较。

基于此，作者曾在文献 [18]中提出过针对部

分科研产出定量分析的具体方法。现简要说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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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给定一组M位获得相同计划项目支持的人

才群体T，其中Ti到Tk为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

Tk+1到TM为本土人才，现分析其产出情况。对于

该计划项目，公认的产出指标p个，用一个向量

W=[w1...wp]表示。现标记群体成员 i(M≥ i≥1)的
产出向量为W(i)=[w1（i）...wp（i）]，则可以计算

任意两个成员之间的产出向量的相关系数R(i，
j)，其中，M≥ i≥1，M≥ j≥1。当 i=j时，R(i，
j)=1。如果将R(i，j)作为一个元素表示人才 i和 j

之间的关系，则得到一个M乘M的关系方阵S，
其中Sij=R(i，j)。以S为依据，将M位人才作为顶

点，将Sij作为边的权重构建一个无向图，即可得

到一个反映专家之间关系的网络。利用社区划分

算法对该网络划分社区，即可在每个社区中对比

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与本土人才的产出情况。

4.2 案例分析

为验证研究框架，选择在基础研究领域从事

科研工作的归国高层次人才和本土高层次人才，

对其在相同科技计划项目体系支持下的科研产出

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探讨两类人才在科研产出方

面的异同。

本文的数据来源如下：在“千人计划”网站

给出的部分“千人计划”专家情况介绍中不分领

域选择了37位从事基础研究的专家。登录国家科

技报告服务系统，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计划）报告类别中已经公开的2609篇报告中

检索这37位专家的报告信息，共检索出21位专

家提交有项目报告（不含延期公开的报告），分

别记录提交报告数、报告中体现的学术论文数量

及合作产生报告的合作研究机构数量。分类统计

这21位专家所在专业领域情况。在对应领域提交

报告的其他专家中随机选择相应数量的专家。分

别访问这些专家的所在单位主页，如果是“千人

计划”入选者，则在该领域提交报告的专家中随

机再选择一位，直到不是“千人计划”入选者为

止，共选择21位主持973项目的非“千人计划”

表1  两类人才主要贡献比较

层面 比较指标 归国高层次人才 本土高层次人才

政策促进

促进普惠性科技人才政策和措施 重大贡献 重大贡献

促进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和配套政策 重大贡献 积极贡献

制定完善人才发展战略和规划，创造良好环境 积极贡献 重大贡献

完善各级各类人才服务体系和机构 重大贡献 重大贡献

促进建立符合科研规律和中国特点的现代科研管理制度 积极贡献 积极贡献

决策咨询

参加国家重大战略、发展规划咨询论证 积极贡献 重大贡献

参加国家重大工程、科技计划项目咨询论证 重大贡献 重大贡献

参与有关本部门、地方政府重大事项咨询论证 积极贡献 积极贡献

科研成果

(可定量衡量)

重大标志性基础研究成果 积极贡献 重大贡献

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重大贡献 重大贡献

推进研究成果转移转化 积极贡献 积极贡献

人才培养

建设高水平国际化创新人才团队 重大贡献 积极贡献

提升学生国际化视野和水平 重大贡献 积极贡献

吸纳高水平海外留学生和科研人员 重大贡献 积极贡献

双创示范

工作思路、方法及成果对推动创新的示范效应 重大贡献 重大贡献

以国际视野推动成果转移转化方面的示范效应 重大贡献 积极贡献

参与具体案例的预测、评估和论证 重大贡献 重大贡献

引导和带动创新创业 积极贡献 积极贡献

国际合作

吸引全球科技资源，推动科技国际化发展 重大贡献 重大贡献

推进科技人才国际交流 重大贡献 积极贡献

推动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和平台建设，提升国际声誉 重大贡献 重大贡献

推动建立和完善国际合作网络 重大贡献 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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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同样分别记录提交报告数、报告中体现的

学术论文数量及合作产生报告的合作研究机构数

量。考虑到系统中国家科技报告附带论文成果存

在未完全体现报告提交人学术成果影响力的可

能，登录Thomson Scientific公司开发的 ISI Web 
of Knowledge数据库，检索42位专家在相应973
项目支持下发表学术论文的高被引情况，并根据

数据库生成的引证报告记录每位专家的高被引指

数。

在提交报告数量上看，“千人计划”专家人

均提交报告数量1.7篇；非“千人计划”专家人均

提交报告数量2.76篇。在报告成果中体现出的发

表学术论文情况看，“千人计划”专家人均发表

论文27.58篇；非“千人计划”专家人均发表论

文10.53篇。从高被引指数看，“千人计划”专家

发表论文的高被引指数介于3到14之间，高被引

指数平均值为7.10；非“千人计划”专家发表论

文的高被引指数介于1到26之间，高被引指数平

均值为7.19。从报告反映出的建立合作网络情况

看，同“千人计划”专家所在机构合作完成报告

的机构数量最多为4个，同非“千人计划”专家

所在机构合作完成报告的机构数量最多为2个；

基于有合作单位的报告计算，“千人计划”专家所

在机构的合作网络平均规模为3.2，非“千人计

划”专家的合作网络平均规模为2.0。表2给出了

各项统计指标的均值。图4给出了“千人计划”

专家和非“千人计划”专家在高被引论文指数的

积累分布情况和各高被引因子值上的占比。

将“千人计划”专家编号为1—21号，分别

用NO1到NO21指代，将非“千人计划”专家编号

为22—42号，分别用MQ1到MQ21指代。将每位

专家的提交报告数量、报告中反映的论文数量、

高被引指数和报告中体现的合作网络成员数4个

指标作为一个专家产出向量的4个组成，分别计

算任意两位专家产出向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并形

成专家与专家间的相关矩阵。基于该矩阵，建立

一个专家产出关系社会网络，用专家编号指代该

网络的节点，节点间的边是有权无向边，权重直

接标记为专家产出向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对基于

相关性构建的专家产出关系网络进行社区结构分

析，得到的社区结构见图5。
其中，生成4个相对明显的社区。MQ1、

MQ4、MQ8、MQ15、MQ17、MQ21和NO2、NO3、

NO6、NO7构成的社区，其核心特点是通过报告

表2  有关统计指标均值

报告数量均值/篇 论文数量均值/篇 高被引均值/篇 合作单位均值/篇

归国人才（千人计划专家） 1.7 27.58 7.10 3.2
本土人才 2.76 10.53 7.19 2

图4  两类专家高被引论文指数积累分布情况

比
例

/%

高被引论文指数/篇

归国

人才

本土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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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发表的论文数量较多，这10位专家发表

的论文总数达到所有论文数量的70%以上，其

中“千人计划”专家尽管人数仅占40%，但发表

论文的数量与非“千人计划”专家发表论文数

量的比值却达到2.5:1。对MQ3、MQ5、MQ10、

MQ12、MQ13和NO10构成的社区，核心特点是提

交的报告数量较多，这6位专家提交的报告总数

占到全部报告数量的31%。对MQ2、MQ6、MQ17

和MQ18组成的社区，各项产出均不高。NO13独

自成为一个社区，与MQ2、MQ6、MQ17和MQ18

组成的社区有较强的相似性，但高被引指数相对

较高。对其余节点构成的社群，相对产出均较

高，且最突出的特点是高被引影响值普遍较好，

其中“千人计划”专家与非“千人计划”专家的

比为2:1。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介绍国际人才流动的宏观背景的基础

上，分析了我国科学领域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

必要性。从政策促进、决策咨询、学术贡献、双

创示范、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科研产出的6个

层面定性比较了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和本土高层

次人才的贡献。利用社会网络中网络社区发现方

法，提出一种比较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和本土人

才在占有相近创新资源条件下对应产出情况的工

具框架。利用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以基础研

究领域部分人才提交的研究报告成果为线索，作

为案例对上述框架进行了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从定性分析角

度看，无论是海外归国还是本土高层次人才，在

政策促进、决策咨询、学术贡献、双创示范、人

才培养和国际合作等层面均能够起到很好的促进

作用。其中，海外归国人才在推动国际合作和人

才培养方面作用突出。（2）从定量分析结果看，

以“千人计划”专家为代表的海外归国高层次人

才与本土高层次人才分布在各个成果社区中，社

区结构特性并不明显。从提交的报告数量看，

非“千人计划”专家相对比例较高；从提交报告

反映的论文数量看，“千人计划”专家在论文数量

上占有明显优势；从高被引情况看，两类专家没

有明显差别，但在超过10的高被引文献，“千人

计划”专家数量相对较多；从建立合作网络情况

看，“千人计划”专家占有的优势较为明显，网络

规模略大。

根据上述结论，对科技人才工作有如下4点

启示。

一是在科学研究及相关领域，海外归国高层

次人才和本土人才在产出上没有明显优劣差别。

无论是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还是本土高层次人才

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杰出成绩。在基础研究领

图5  基于相似产出的社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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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应继续加大对两个群体人才的支持，不能厚

此薄彼，也不能片面突出任何一个人才群体的贡

献。

二是应着力促进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和本土

人才的融合协同发展。从产出的方式看，海外归

国高层次人才与本土人才有较强的互补性，如海

外归国高层次人才在建立合作网络方面的优势正

是本土高层次人才的劣势。实现二者协同发展，

有利于在基础研究领域实现经费投入效益的最大

化。

三是充分认识海外高层次人才联系海外的独

特优势和回国后对科技国际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加大力度支持其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在定量研究

过程中还发现，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后，不仅能

够扩展国内工作机构的国际合作网络，也能拓展

其回国前所在机构同国内的联系，从而进一步促

进国内外机构间的人才交流与国际合作。

四是注重发挥好高层次人才在推动“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中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一方面

要加强对其创新创业经历的宣传，充分发挥示范

效应。另一方面要通过多种方式，在创业导师遴

选、具体案例咨询等方面注重吸引高层次人才参

与，充分利用其有关经验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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