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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小国”的引才引智工作探讨

张志刚等于 珈 程 龙

（科学技术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北京 100045）

摘要：近年来，我国统筹国际、国内两类人才资源服务于创新发展，特别是在引才引智方面关注美国、英国、德

国等综合性创新大国，但对关键“小国”的人才资源挖掘不够。本文首先从处于全球竞争力前列的国家、创新型行列的

国家、世界人才发展水平前列国家3个维度选取引才引智国家；然后对人口数量较少、国土面积较小、经济水平较低、

军事实力较弱但人才水平近年来居于全球前列的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家进行筛选，确定新加坡、丹麦、瑞士、荷兰、

奥地利和卢森堡为引才引智工作挖掘的关键“小国”；最后对这6个关键“小国”提出引才引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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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Work of Attracting Talents and Wisdom from Key “Small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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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coordinated two types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human resources to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especially in attracting talent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large innovative countries, yet 
not enough to tap into key small countries. This article first selects talented countries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global competitiveness, the ranks of innovative countries, and the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level of talent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and then these countries are screened out according to the key “small 
country” standards proposed in the text, and six key “small countries” are selected. These countries are regarded as 
key small countries for digging talents; finally, six key small countries such as Singapore, Denmark, Switzerland, the 
Netherlands, Austria and Luxembourg are recommended for talent introduction.
Keyword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innovation talents, introduction talents, key small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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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在人才引进方面，

我国由单纯地引进人才本身转向引才与引智相结

合，吸引了一批能够跟踪世界科技前沿、满足国

家战略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海外高层次

科技人才，形成了高水平人才加速集聚的新态

势 [1]。然而，近年来，在引才引智工作上，对美

国、英国、德国等综合性大国的人才非常关注，

而对关键“小国”的人才则重视不够。根据《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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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大小国家在主权上均一律

平等。所谓关键“小国”，主要是指在人口数量

较少、国土面积较小、经济水平较低、军事实力

较弱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家，并非指主权弱

小。其实有些关键“小国”人才济济，在某一方

面也是大国、强国，如瑞士、以色列被称为世界

人才高地。因此，在研究国外人才、引才引智

时，也应该关注关键“小国”，挖掘关键“小国”

的人才资源。鉴于此，本文将对新加坡、丹麦、

瑞士、荷兰、奥地利和卢森堡 6 个关键“小国”

引才引智工作进行挖掘，以期对我国引才引智工

作的提升提供参考。

1 引才引智国家的选取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

竞争 [2]，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 [3]，人才是最

为宝贵的战略资源 [4]。因此，人才发展水平除了

体现在人才竞争力方面外，还体现在国家竞争能

力和创新能力方面。进入 21 世纪，世界各国都

制定了人才竞争战略以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各类研究机构也越来越重视对人才发展

水平的评估。其中在国际上得到认可的年度评估

报告有 3 份：一是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

竞争力报告（GCR） 》，二是由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WIPO）等机构联合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

（GII） 报告，三是由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IMD） 世界竞争力中心发布的《IMD 世界人才

排名》报告（简称“《IMD 世界人才报告》”）。这

3 份评估报告均将人才发展方面的内容作为重要

的评价指标之一。

因此，本文对引才引智国家的选取原则：一

是精准定位，即选择评价指数在国际上有影响力

的评估报告，采用国际认可的评价体系；二是

能者为师，即选择各项指数或排名位于前列的

国家，取其并集；三是讲求时效，把 2018 年、

2019 年排名前列国家的并集作为研究国外人才发

展、引才引智重点关注的对象。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根据《全球竞争力报

告（GCR）》、《全球创新指数》（GII）、《IMD 世

界人才报告》发布的 2018 年度、2019 年度数据，

并从以下 3 个维度确定选取引才引智国家：一是

处于全球竞争力前列的国家，二是处于创新型国

家行列的国家，三是处于世界人才发展水平前列

的国家。

1.1 全球竞争力前列的国家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

告（GCR）》，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2018 年排

在前位的国家是美国、新加坡、德国、瑞士、日

本、荷兰、英国、瑞典、丹麦 [5]；2019 年排在前

位的国家是新加坡、美国、荷兰、瑞士、日本、

德国、瑞典、英国和丹麦 [6]。对上述分别在 2018
年、2019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排在前位的国家取其

并集，得到位于前列的国家为美国、新加坡、荷

兰、瑞士、德国、瑞典、英国、日本和丹麦。本

文将把这些国家作为从全球竞争力纬度关注人才

的重点对象。

1.2 创新型行列的国家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机构联

合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II） 报告，2018 年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排名前位的国家是瑞士、荷

兰、瑞典、英国、新加坡、美国、芬兰、丹麦、

德国、爱尔兰 [7]。2019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排名

前位的国家是瑞士、瑞典、美国、荷兰、英国、

芬兰、丹麦、新加坡、德国、以色列 [8]。对上述

分别在 2018 年、2019 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前位

的国家取其并集，得到位于前列的国家为美国、

瑞士、丹麦、瑞典、德国、荷兰、新加坡、英

国、芬兰、以色列、爱尔兰。这些国家主要为欧

美发达经济体，均为公认的创新型国家，将作为

本文研究引进国外人才重点关注的对象。

1.3 世界人才发展水平前列的国家

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 
世界竞争力中心发布的《IMD 世界人才报告》， 
2018 年的人才报告中排在前位的国家是瑞士、丹

麦、挪威、奥地利、荷兰、加拿大、芬兰、瑞

典、卢森堡、德国 [9]。2019 年的人才报告中排名

前位的国家是瑞士、丹麦、瑞典、奥地利、卢森

堡、挪威、冰岛、芬兰、荷兰、新加坡 [10]。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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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别在 2018 年、2019 年《IMD世界人才报

告》中排名前位的国家取其并集，得到位于前列

的国家为瑞士、丹麦、挪威、奥地利、加拿大、

芬兰、荷兰、德国、瑞典、卢森堡、冰岛、新加

坡。本文将这些国家作为人才发展纬度重点关注

的对象。

1.4 引才引智关注的国家

根据上述分析得到，全球竞争力前列国家

有美国、新加坡、荷兰、瑞士、德国、瑞典、英

国、日本和丹麦；创新型行列的国家有美国、瑞

士、丹麦、瑞典、德国、荷兰、新加坡、英国、

芬兰、以色列、爱尔兰；人才发展水平前列的

国家有瑞士、丹麦、挪威、奥地利、加拿大、芬

兰、荷兰、德国、瑞典、卢森堡、冰岛、新加

坡。以上三者取其并集，得到引才引智关注的国

家有美国、新加坡、荷兰、瑞士、瑞典、德国、

英国、丹麦、日本、芬兰、以色列、爱尔兰、挪

威、奥地利、加拿大、卢森堡、冰岛 17 个。

2 引才引智关键“小国”的确定

2.1 “小国”的划分

根据联合国官网公开信息显示，联合国由

193 个会员国组成，这些国家在国土面积、人口

数量、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方面各有优劣，因

而对于国家大小的划分至今在学术界还没有统一

的标准。但是总结既有研究成果发现，国家大小

通常从以下 6 个方面进行划分，即人口数量的多

少、国土面积的大小、经济水平的高低、军事实

力的强弱、自我感知的好坏、国际认同的优劣，

并且均有对应的量化指标。本文关于国家的大小

主要从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两个方面进行划分。

从人口数量来看，参照美国经济学家多米尼

克 •萨尔瓦多提出根据人口多少来划分国家大小

的标准，并综合各国的人口数量状况，本文将人

口在 3 500 万人以下的国家称为“小国”，3 500
万～ 1 亿人的国家称为中等国家，1 亿人以上的

国家称为大国。根据《国际统计年鉴 2018》公布

的各国人口数量，对前文确定的引才引智关注的

17 国家进行划分，得到瑞典、芬兰、挪威、冰

岛、新加坡、荷兰、瑞士、丹麦、以色列、爱尔

兰、奥地利、卢森堡为“小国”；加拿大、德国、

英国为中等国家；美国、日本为大国。

从国土面积来看，参照加勒比经济学家汤

姆 •克鲁沃兹提出依照国土面积大小来划分国家

大小的标准，并综合各国的国土面积情况，本

文将国家面积在 10 万km2 以下的国家称为“小

国”，10 万～ 100 万km2 的国家称为中等国家，

100 万km2 以上的国家称为大国。根据《国际统

计年鉴 2018》公布的各国国土面积数据，对前文

确定的引才引智关注的 17 国家进行划分，新加

坡、荷兰、瑞士、丹麦、以色列、爱尔兰、奥地

利、卢森堡为“小国”；瑞典、德国、英国、日

本、芬兰、挪威、冰岛为中等国家；美国、加拿

大为大国。

2.2 关键“小国”的特征及其筛选

本文所称关键“小国”具有以下两方面特

征：一是从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两个方面来看都

属于“小国”；二是在 2018 年或 2019 年至少其

中有一个年度，并且在国家竞争力、创新指数、

人才发展水平 3 个方面中至少有两次或两个方面

进入全球排名前列。

根据前述分析可知，以人口数量为依据对

引才引智关注的 17 个国家中符合第一个特征的

“小国”有瑞典、芬兰、挪威、冰岛、新加坡、

荷兰、瑞士、丹麦、以色列、爱尔兰、奥地利、

卢森堡。以国土面积数据为依据对引才引智关注

的 17 个国家中符合第一个特征的“小国”有新

加坡、荷兰、瑞士、丹麦、以色列、爱尔兰、奥

地利、卢森堡。人口“小国”和面积“小国”取

其交集得到符合关键“小国”第一个特征的国家

有新加坡、荷兰、瑞士、丹麦、以色列、爱尔

兰、奥地利、卢森堡 8 个。

依据 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的《全球竞争

力报告（GCR） 》、《全球创新指数》（GII） 报告

以及《IMD 世界人才报告》，可以得到符合关键

“小国”第一特征的 8 个“小国”在国家竞争力、

创新指数、人才发展水平方面的情况（表 1）。
由表 1 可知，以色列仅在 2019 年度进入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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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指数全球前 10 名，爱尔兰仅在 2018 年度进入

创新指数全球前 10 名，而其他国家在 2018 年或

2019 年，在国家竞争力、创新指数、人才发展

水平 3 个方面至少两次进入全球前 10 名。所以，

符合关键“小国”第二特征的国家有新加坡、荷

兰、瑞士、丹麦、奥地利、卢森堡。

至此，可以确定同时符合关键“小国”两

个特征的国家为新加坡、荷兰、瑞士、丹麦、奥

地利、卢森堡，即本文所说的关键“小国”。这

6 个关键“小国”在国家竞争力、创新能力、人

才发展水平 3 个方面的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在

最近两年均进入全球前 10 名。这些关键“小国”

在引才引智工作创新方面的经验、做法及政策实

践都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3 关键“小国”的引才引智现状分析

3.1 新加坡

新加坡十分重视引才引智，对正常的国际人

才交流合作持开放态度，实施“人才立国”的人

才战略，并把这一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为此，新加坡政府专门设立了“联系新加坡”

（Contact Singapore）办公室，为有意在新加坡发

展的国际人才提供专门咨询服务，并在全球设有

12 个跨国办事处。同时，新加坡还设立了“新加

坡国际人才交流中心”。该机构一方面为新加坡

引才引智，一方面为他国或组织提供正常的人才

交流合作和智力输出。

首都新加坡是跨国企业设立区域总部最多的

城市，这就为集聚国际人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策

源力。据高纬环球发布的“亚太区域总部”报告

显示，2018 年有超过 7 000 家跨国公司在新加坡

设立了营运机构，约 4 200 家跨国公司设立了区

域总部。从人才结构看，来自海外的科学家和工

程师以及高等教育入境留学生人数比例均较高，

这就为他国引才引智提供了最为根本而宽广的人

才资源。新加坡的科技人才具有显著的国际化特

征。据《新加坡R&D国家调查》报告显示，新

加坡的外籍科学家和工程师占总人数的比重约为

29%。据《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新加坡的

高等教育入境留学生人数从 2017 年的全球第五

上升至 2018 年的全球第一。与 2017 年数据比较

可以发现，新加坡常住外籍人士约 164.4 万人，

占常住人口比重的 29.7%。

表 1 8 个“小国”的国家竞争力、创新指数、人才发展水平排名情况

序号 国别 年度 /年 国家竞争力全球排名 创新指数全球排名 人才发展水平全球排名

1 新加坡
2018 2 5 >10

2019 1 8 10

2 荷兰
2018 6 2 5

2019 4 4 9

3 瑞士
2018 4 1 1

2019 5 1 1

4 丹麦
2018 10 8 2

2019 10 7 2

5 以色列
2018 >10 >10 >10

2019 >10 10 >10

6 爱尔兰
2018 >10 10 >10

2019 >10 >10 >10

7 奥地利
2018 >10 >10 4

2019 >10 >10 4

8 卢森堡
2018 >10 >10 9

2019 >10 >10 5

数据来源：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的《全球竞争力报告（GCR） 》、《全球创新指数》（GII） 报告以及《IMD 世界人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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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荷兰

荷兰创新人才济济，深信一个人才竞争力

强国只有保持开放和创新才能保持领导地位。据

《全球创新指数》（GII） 报告发布的数据显示，荷

兰在 2017 年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第三，2018 年

排名第二，2019 年排名第四。16 世纪末期到 17
世纪中叶，荷兰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和最富有的

国家。荷兰历史上曾出现过像梵高、弗美尔、伦

勃朗等世界知名的荷兰艺术大师。即便是现在，

荷兰也被称为欧洲创新中心。如国际知名调研机

构毕马威（KPMG）发布的 2017 年、2018 年自

动驾驶汽车成熟度指数报告显示，荷兰均排名

第一。在人才发展水平方面，荷兰于 2018 年、

2019 年分别进入全球前十，并在研究生商学院

INSEAD的 2019 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中排名第

八。

高端技术人才对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

用。光刻机被称为“现代光学工业之花”。荷兰

ASML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光刻机制造商，也是全

球唯一可以提供EUV光刻机的厂商，在全球高

端光刻机市场处于垄断地位。ASML公司从研发

光刻机到走向市场，前后用了 27 年。27 年来，

ASML公司积累和关联了大量光刻机领域的高端

技术人才，推动了荷兰光刻机的发展，走在了世

界的前列。

3.3 瑞士

瑞士被誉为“创新之国”“创新强国”。创

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据《全球创新指数》

（GII） 报告显示，瑞士已连续 9 年位列全球第一。

专利数是衡量创新成就的最直观的指标。据欧

洲专利局（EPO）数据显示，在 2018 年，瑞士

专利申请数量为 956 件 /百万居民，再次成为每

百万居民申请专利最多的国家，达到历史最高水

平。在瑞士，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也

都有至少一项世界领先的创新技术。以无人机企

业为例，瑞士目前拥有超过 80 家的无人机相关

企业。而这些企业规模不大，无论是专业化还是

商业化都呈现出细分趋势，每家无人机企业都专

注于特定领域，不同企业的无人机产品满足了不

同的应用场景需求。瑞士的高质量知识与技术产

出主要依靠高校、科研机构与产业和公共部门的

紧密合作。高校是瑞士创新源头，高校之间分工

明确，可分为综合性大学、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

教育。

瑞士被誉为“世界人才高地”，集聚了大量

的各领域高层次国际人才。据《IMD 世界人才报

告》发布的数据显示，瑞士在 2017 年、2018 年、

2019 年世界人才发展水平均位列全球第一。瑞士

是许多跨国公司总部及国际组织的所在地。这些

机构人员通晓国际规则，拥有专业知识，擅长国

际交往。同时，瑞士也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

济体之一。制造业是瑞士最重要的产业，主要是

生产专业化学制品、药品及医疗产品、科学精密

测量仪器、乐器等。主要的出口产品包括化学制

品、机械及电子设备、精密仪器及钟表。这些产

业在政府的支持下积累了很多高层次科技人才。

如瑞士联邦政府为有创意的人才提供有利的环

境。瑞士拥有灵活的、世界顶尖的教育系统，包

括强大的职业教育和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等。

3.4 丹麦

丹麦是一个因创新而精彩的国家，其创新能

力处于世界创新国家前列。2018 年度的全球创新

指数显示，丹麦排名第八；2019 年度的国家创新

指数显示，丹麦排名第七。丹麦在生物技术、医

药、诊断等生命科技方面拥有许多高层次人才。

根据 2017 年经合组织（OECD）的相关数据显

示，在丹麦平均每 100 万个公民拥有 33 项专利

申请，超过瑞士（21 项）。丹麦在生物技术领域

人均专利数排名世界第一，在医药领域人均专利

数排名世界第三。

丹麦在能源环保领域拥有大批高端人才，是

公认的能源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国家之一。从 1980
年至今，丹麦的GDP增长了近 60%，但能源消耗

基本维持不变，培养了一大批能源环保领域的高

层次人才，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丹麦的能

源环保领域主要分为风力发电、生物能源、未来

新能源三类。以风力发电为例，丹麦的风力发电

研究始于 1891 年，是世界上最早进行风力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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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应用的国家之一。经过多年发展，丹麦已

形成了本国的风电产业和有全球竞争力的风机制

造业，其风机生产覆盖全球约 40%的市场份额。

丹麦风力发电在 2005 年已占到整个发电量的

20.8%，在 2009 年已占到 25%。丹麦风力工业

协会（Danish Wind Industry Association，DWIA）

提出 “风力 50”计划，建议到 2025 年丹麦风力

发电占全部电力消耗比重的 50%。

3.5 奥地利

奥地利城市维也纳拥有众多国际人才。奥地

利是欧盟最繁荣的国家之一，维也纳是奥地利的

首都兼经济中心，有 200 多家跨国公司总部在此

落户。维也纳拥有全球互联网交换中心VIX，约

有 1 000 家研发型企业将奥地利的研发中心设立

于维也纳。维也纳有 20 万名学生，20 所大学，

是整个德语区内最大的高等教育基地，也是世界

上最重要的学生集聚城市之一。有着 650 年悠久

历史的维也纳大学产生过数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这所大学的发展轨迹验证了人才在维也纳的重要

地位。维也纳也是中欧地区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

研究的中心。在中欧地区的 4 万名研究人员中，

有 5%的研究人员在维也纳工作。维也纳每年投

入约 30 亿欧元用于研发，按居民人均计算每年

为 1 500 欧元。除了维也纳大学等学校外，高职

和私立院校以及校外研究机构，如奥地利科学

院、奥地利技术研究所、Ludwig Boltzmann研究

所等也是集聚人才的重要载体。

奥地利的施泰尔马克州拥有欧洲最高的高素

质人才密度。该州所引入的创新产品和服务是其

他联邦州所无法比拟的。在过去几年里，施泰尔

马克州在研发方面，州预算投入比例为 4.8%，处

于欧洲所有地区领先的位置。这种创新活力不仅

基于施泰尔马克州高能的教育体系、研究社区和

商业环境，而且来自这里的居民。施泰尔马克州

拥有 5 所大学、5.5 万名学生、国际知名的应用

技术大学体系，以及众多的研究院所，俨然是名

副其实的创新州，同时也是欧洲未来最富潜力

的“阿尔卑斯—亚德里亚”地区的一部分。知识

与技术转移是施泰尔马克州的核心竞争力，大多

数奥地利的能力中心在这里开展研究和其他工

作，大学分包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Joanneum 
Research等独立研究所通常也对企业开放。

3.6 卢森堡

据《IMD 世界人才报告》发布的数据显示，

卢森堡在 2018 年、2019 年的世界人才发展水平

分别位列全球第九和第五。卢森堡是一个高度发

达的国家，拥有欧盟多个下设机构，是欧盟三大

总部之一，欧盟法院、欧盟议会总秘书处、欧盟

投资银行等众多核心机构均设立于此。这里是全

球重要的金融中心，是欧元区内最重要的私人银

行中心，以及全球第二大仅次于美国的投资信托

中心，是欧洲最大的基金管理中心，汇聚了各大

金融公司及高端金融人才。卢森堡政府非常重视

人才工作，设立了人才工作局。卢森堡人才工作

局一方面通过特殊人才引进计划引才引智引资，

另一方面又通过高级顾问工作室面向国际人才交

流大会推销本国专家和智力资源。卢森堡这种双

向开放的人才发展模式对引才引智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4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在《全球竞争力

报告（GCR） 》、《全球创新指数》（GII）、《IMD 
世界人才报告》中，我国排名均未进入世界前

列。我国在科技创新、引才引智方面与大国乃至

关键“小国”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

我国可以根据自己不同领域科技发展的需要，借

鉴关键“小国”在引才引智工作创新方面的经

验、做法及政策实践，如学习新加坡的人才战略

以及国际人才交流合作的开放态度、与荷兰和丹

麦合作培养制造领域和能源环保领域的高端技术

人才、借助驻瑞士使馆科技参赞的力量强化创新

及人才研究并推进引才引智工作、利用奥地利的

施泰尔马克州聚焦的大量欧洲高素质人才引入创

新产品和服务、利用卢森堡双向开放的人才发展

模式提升引才引智效率等，积极与科技大国乃至

关键“小国”保持良好的人才交流合作，适时开

展有针对性的引才引智工作，为我国科技创新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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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积蓄优秀的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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