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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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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人才战略发展历程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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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的三个浪潮

国际贸易，全球货物流动

国际金融，全球资本流动

国际人才，全球人才流动

一. 国际人才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二）全球移民人才流动趋势

2.32亿国际移民中，74%为工作年龄段的移民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international migration,2013.

（亿人）



（三） 留学生为主的国际人才群体跨
境流速加快

•全球留学生增速高于全球总体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速

资料来源：OECD教育概览



（四）发达国家享受“国际人才红利”

外国出生的人口获得的美国创新专利
却占三分之一

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四分之一是
移民

在美国的7大顶级癌症研究中心中，
42%的研究人员出生于外国

在教育领域，2011年，美国大学电子

工程专业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中国际学
生占71%；

2011年，美国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国际
学生占65%。在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拥

有博士学位的就业者中，外国人比例从
1993年的23%增至2010年的42%

移民创建了美国四分之一的高科技公
司

2012～2013学年国际留学生对美国经济的净贡献

分类 数额

学费和其他教育支出 177.02

生活费用 147.15

来自美国的资助 -88.15

亲属的生活费用 3.93

留学生和家人的净贡

献

239.95

资料来源: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NAFSA )，《2013年门户
开放报告》



（五）移民在发达国家的人口比例大多

超过10%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13》

国家或地区 移民数量（万人）
移民占总人口的

比例（%）
美国 4578.51 14.3

俄罗斯 1104.81 7.7
德国 984.52 11.9
英国 782.41 12.4
法国 743.91 11.6

加拿大 728.41 20.7
澳大利亚 646.86 27.7
西班牙 646.66 13.8
意大利 572.15 9.4
印度 533.85 0.4

中国香港 280.48 59.2
日本 243.72 1.9
瑞士 233.51 28.9

新加坡 232.33 42.9
韩国 123.22 2.5

新西兰 113.28 25.1

巴西 59.97 0.3

中国 84.85 0.1（0.06）



硅谷创新创业文化的秘密

• 谷歌鼓励员工午餐时间互相讨论工作，既
可以互相学习，也可以互相激发灵感

在硅谷，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的思想相互

碰撞，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不同文化背景、语

言背景的人才汇集到一起，时时刻刻产生新的

点子、新的思路。

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只有

60万人，现在800万，绝大部

分80%以上的人口都来自世

界各地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

这些人才的履历和背景，为

以色列发达的科技产业奠定

了坚厚的基础。



移民回流现象增多
（六）移民回流现象增多，越来越多的发

达国家人才向发展中国家寻找机会

•2005到2010年，墨西哥到美国的净移民流量几乎降为零

•以留学生为主要群体的移民回流现象在中国、印度、日本

等留学生输出国明显。

•据统计，韩国向菲律宾的移民在十年间增长了4倍多，从

2000年的175000人增加到2011年的925000人.



（一）移民制度是吸引人才的首要工具

二.世界国际人才竞争策略研究



短期签证H-1B 最新统计数据

财年 I-129 H-1B 
申请数

批准 否决 撤销 结束或其他

2009 96,205 87,570 5,241 1,654 1,740

2010 102,343 86,567 12,120 2,296 1,660

2011 93,244 84,081 5,575 1,869 1,719

2012 93,152 85,273 3,899 1,817 2,163

2013年，美国移民局接受的85000个H-1B临时工作签证在一周内达

到上限，2012年的H-1B签证用了73天达到85000的签证上限，而

2011年用了235天达到65000，2010年300天达到65000，2009年

264天达到65000



（二）创业签证吸引“创业型人才”

日本在“国家战略特区”新设窗口，
把外来移民创业手续的办理时间从以
前的2~3周压缩到1周

英国“全球创业者计划 ”
Global Entrepreneur Program 加拿大推出创业签证（Start-Up Visa）

2013年11月，美国设立“企业家居留”计划
（Entrepreneurs in Residence ，EIR）



• OECD国家的国际留学生总量占全球高等教育总在校生人数平均值已

达到8%

国 别 比 例 国 别 比 例

澳大利亚 18 爱尔兰 6

英国 17 荷兰 6

瑞士 16 瑞典 6

新西兰 16 匈牙利 5

奥地利 15 芬兰 5

法国 12 葡萄牙 5

捷克 9 意大利 4

比利时 9 日本 4

沙特阿拉伯 8 美国 4

南非 8 韩国 2

加拿大 8 中国 0.5

丹麦 8 OECD平均值 8

资料来源：OECD教育概览

（三）留学生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最稀缺资源



（四）长期签证成为促进人才流动的重要工具

2014年10月，英国推出24小时
“超级签证”

2014年5月，日本外国人才获得永久居
留权的期限由5年缩短至3年

2014年APEC，美中两国同学生签证有效期将
由目前的一年延长到五年，商务和旅游签证
将延长到十年

2014年10月，中德双方发表《中德合作行动纲
要》，以短期签证审发时间缩短为48小时为目标，
加快签证审发时间



• 以色列‚回到祖国‛战略（2009）吸引2400名欧美国家的犹太顶尖科

学家回国。构建全新的合作研究体系的I-CORE（Israeli Centers of 

Research Excellence）

• 韩国世界级研究机构计划（World Class Institution）（2009）韩国

投入122亿韩元设立，入选该计划的研究机构主任必须是从国外招聘的

卓越科学家，研究人员中必须有50%的研究人员来自国外。

• 巴西博士扎根计划(I‘Ile Program to Promote the Retention of 

Doctorate Qualified Staff, PROFIX) （2001）生物、信息、农业等

领域工作的博士和高级研究人员；增加工资待遇、改善研究条件、支持

参与国际性科学活动等

• 加拿大设立了首席研究员计划（Canada Research Chairs，CRC）

（2000）政府拨款9亿加元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2010年已从美国、英国、德国等国成功引入19名卓越的首席科学家。

（五）新兴国家纷纷出台人才计划



（六） “国家猎头”搜寻全球人才

• 以色列‚移民吸收部‛是与国防部平级的国家机关部门，专门负责

人才引进；

• 台湾海外办事处（美国、日本） 仅在美国加州就有两处，存储了

3000多名工程师和电脑科学家的资料，其目的是及时掌握这些人的

情况，以便动员他们回台服务；四年前设立台湾移民署。

• 印度‚科学人才库‛（20世纪60年代）

• 韩国‚联系韩国‛（2008）

• 新加坡‚联系新加坡‛



印度‚类双重国籍‛政策

•‚印度裔卡‛ （1）不需要单独签证访问印度；（2）如果在印度一次不

超过180天的逗留中，不需要登记；

•‚印度海外公民证OCI‛ （1）多次入境和多功能的终身签证访问印度；

（2）在印度任意时间的逗留都无需警察部门的登记；（3）和非居住印

度人一样享有经济、教育、金融领域的设施，

印度已经发放超过1000万张海外公民证和海外印度裔卡

90年代后，新兴国家印度、巴西，菲律宾，俄罗斯、墨西哥等纷纷

在承认或默认双重国籍战略；

•2009年，越南修订国籍法，允许持外国护照的海外越南人获取越南国籍，

与普通越南公民享受同等待遇

•2012年1月1日，韩国《国籍法修订案》正式生效，允许持有双重国籍

（七）放宽国籍政策成为吸引人才回归的有
效方式



（八）广泛的跨国合作实现人才共享

• 欧盟科技发展框架计划‛（European Framework 

Programmes for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简称FP,1984）

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官方综合性科研与开发计划之一，如今

，除欧盟成员国外，世界上约50多个国家、近百万个高水

平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参与到这一计划中。

• 尤里卡计划、欧洲空间局和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创新联

盟（Innovation Union）、欧盟-美国特别小组（EU-US 

Task Force）以及协调和资助欧洲科研合作的计划的欧洲

研究区域计划网络（ ERA-NET）。



指标
中关村 硅谷

人才数量

人才资源总量（万人） 189.8756 138.4663

受过本科以上的人才总量（万人） 69 62.3098

受过硕士学位以上教育的人才总量
（万人）

18 26.3085

外国人才的总量(万人) 1.0699 104.4

科学家和工程师总量(万人) 11.7631 20

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万人） 0 0.003

院士人数(人) 596＊ 1000

人才结构

在科技和工程领域工作的人才比例 6.19% 14.77%

院士比例 0.5% 36%

受过学士以上教育的人才比例 59.66% 45%

受过硕士以上教育的人才比例 12.69% 19%

外国人才比例 0.56% 36%

外国人才中外族裔人群占比 25.14% 70.50%

中关村-硅谷人才数量、结构的实际数据比较中
关
村-

硅
谷
的
人
才
发
展
状
况
对
比

中关村的弱项

（九）吸引人才的致胜法宝：科技园区



硅谷： 累积研发人力资源

• 硅谷的研发人员占到硅谷总从业人员数量的10%以上，是美国平均水平

的2倍，硅谷当地大学和硅谷临近的大学每年授予的理工科学位总数占

全美的1/3以上，这为硅谷的企业发展提供了技术人才支持。也形成了

巨大的人才集聚效应，吸引更多的人才慕名而来。



（十）文化输出吸引人才

• 一位美国学者在《华盛顿邮报》也曾

解释移民的美国梦说：‚一直以来，

美国是许多有才之士的移居之地。他

们都在追求‘美国梦’：赴美求学，

创造财富。过去40年，数以十万的海

外人才流入美国，对印度及中国造成

极大的损失。‛

国家和地区‚营销‛，树立国家品牌也是至关重要的手段

•‚联系新加坡‛的主管David Tan就说：‚我们出售梦想。我

们的研究显示新加坡以世界一流的效率而闻名。因此，需要出

售软实力——实现梦想的地方。‛



 建国初期：“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改革开放初期：实行人才政策内外双重开放

 90年代之后：完善人才政策的相关法律政策和制度

 新世纪到十七大：人才政策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

 十八大以来：人才政策开放度凸显“国际化”特征

三.我国人才战略发展历程与转型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

2001 北京 APEC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峰会

2002年，中央批准印发《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全国人才队伍建
设规划纲要》，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2003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人才
工作会议，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

同年，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成立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第一次将人才强国战略写入党代会报告
和载入党章。

2008 年，李源潮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组部部长，将人才规划
工作提上日程. 

2008年３月，经过500多次会议讨论，参与，参考1051份来自全国
3万多人的评论意见，形成４２个战略专题和重点问题研究报告，以
及１６１个子课题研究报告。

2010年４月１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
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指标 单位 2008 2015 2020

人才资源总量 万人 11385 15625 18025

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
人年/万
人

24.8 33 43

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 % 24.4 27 28

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 % 9.2 15 20

人力资本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 10.75 13 15

人才贡献率 % 18.9 32 35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 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和政策创新，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十八大以来：人才政策开放度凸显“国际化”特征

• 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激发人

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30多次对人才工作作出重要论述，且在不

到一年时间中，连续三次讲话提及“国际人才”

– 2013年10月，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致天下之治者在

人才。”“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综合国力竞争

说到底是人才竞争，谁能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

占据优势”；

– 2014年5月，与外国专家座谈：“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不唯

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

– 2014年6月9日，两院院士大会：“要广泛吸引海外优秀专家学者为

我国科技创新事业服务。”



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

1.人口红利

2.中国制造

3.招商引资

4.硬件建设

5.投资拉动经济

6.资源密集型

8.面向国内人才资源

人才红利

中国创造

招才引智

软件建设

人才拉动型经济

知识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

7.只重经济科技创新 社会和体制创新并重的发展模式

中国面临八大转型，人才是关键



尼泊尔撤侨

我国护照含金量逐渐提高

• 十八大以后，截止到2014
年12月，有93个国家与中
国签订了免签协议，其中
十八大以来生效的有21个

• 2014年6月，中国护照享受
免签、落地签的国家数量
从2013年底不到30个增加
到49个

• 2014年11月，2014年ＡＰ
ＥＣ北京峰会期间中美互
签10年有效长期签证

• 2015年3月，中加开始互签
10年有效签证



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

2015年3月23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指出要探索建立技术移民
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
才



开始重视来华留学

习近平：留学工作要适应国家

发展大势和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统筹谋划出国留学来华留学；综

合运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培养

造就更多优秀人才。

李克强：留学事业是我国改革

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留学工作培养汇聚人才是国家重

要的软实力建设。

刘延东：坚持教育开放合作不

动摇，立足中国，面向世界

首次全国留学工作会议

12月12日至13日，北京



2015年5月18日至20日，中央统战工作会议

留学人员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



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

新增单位 职称要求 居留要求

国家实验室

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
等副高级职称以上以及

享受同等待遇

已连续任职满4年

国家工程实验室 4年内在中国累计居留

国家重点实验室 不少于3年且纳税记录
良好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外商投资研发中心



工作签证转永久居留

中国 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职务以上或者具有副教
授、副研究员等副高级职称以上以及享受同等待遇， 已
连续任职满4年、4年内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3年且纳税
记录良好的。

日本 外国人在日本居住10年以上并纳税5年以上，拥有固定住
址，稳定职业，遵守公德，品行善良。

香港和

澳门

在香港、澳门通常居住连续7年以上并以香港、澳门为永
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的。

中国台湾
地区

外国人在台湾合法连续居留5年，每年居住超过183日。

中国永久居留门槛依然很高



CCG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



2007 2009 2011

中国 92 89 85

印度 89 85 82

日本 53 45 38

韩国 58 48 42

2006年获得科学与工程类博士学位的学生2011年依然滞留
在美国的比例-中国位居第一

数据来源：Oak Ridge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Education 

中国人才战略面临挑战



移民赤字
849.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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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民美国人数连续两年递减，而人才移
民不降反升

• 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呈递减趋势

降幅12.2%

• 人才移民人数不降反升

2013年，来自中国大陆的通过职业技能而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有
20245人，占年度永久居留权总数的28.2%；比上一年度增加
2041人，比重提高了4.9%（2012年为23.3%）



73 293
1,828

772
2,233

5,683 6,250

9,128

15.5 

26.7 

56.7 

41.0 

77.6 
85.1 85.5 

85.4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

%

）

（
份
）

（年份）

总数 中国大陆 占比

2014年8月，2014财政年度给中国
EB-5签证配额已全部用光

通过投资签证（EB-5 visa）移民美国的中国公民迅速大幅增
长，中国连续六年为美国第一大投资移民来源国



CCG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4）



1978～2013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305.86万人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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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二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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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教育部



更多中国高中生出国留学

中国已成为美国高中留学生第一大生源国，赴美读中学的
中国学生10年增长60多倍

资料来源：SEVIS



来华读学位留学生比例不足1%

 国际学生占高校学生的比例

澳大利亚 19.8

英国 16.8

瑞士 16.2

新西兰 15.6

奥地利 14.7

法国 11.9

德国 11.4

瑞典 7.9

加拿大 7.4

OECD 6.9

意大利 3.7

日本 3.6

美国 3.4

韩国 1.9

中国 0.5



留学赤字
133.18万人

30多万的在华留学生中，约60%是参加短期
的语言培训，只有40 %为学历生



CCG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



排序
外国留学生*毕业

生数（人） 排序
外国留学生*在校
学生数（人） 排序

已回国创业的海归
人才**分布（%）

北 京 19518 北 京 33617 广 东 21.9

上 海 6994 上 海 17340 北 京 20.2

江 苏 4533 江 苏 10172 江 苏 14.9

浙 江 3293 辽 宁 5617 上 海 7.9

山 东 2638 浙 江 5543 浙 江 7.9

黑龙江 2221 天 津 5541 安 徽 3.5

广 东 2081 湖 北 5539 山 东 3.5

云 南 2068 广 东 5486 湖 南 3.5

湖 北 1983 山 东 4799 广 西 3.5

辽 宁 1919 吉 林 4526 辽 宁 2.7

表7 全国各省市区2010年留学生与海归人才分布

全国各省市区2010年留学生与海归人才分布

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

数据来源：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No1，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6



排序
2010年聘请外
国文教专家资格
单位数（个）

排序
2010年聘请
外国文教专
家数（人）

排序
2011年聘请外
国经济技术专
家数（人次）

江 苏 748 北 京 9483 上 海 81000 

广 东 527 江 苏 6793 浙 江 25000 

北 京 495 上 海 6394 北 京 6414 

山 东 487 广 东 4737 重 庆 4930 

辽 宁 457 湖 北 4541 辽 宁 3300 

浙 江 417 浙 江 2984 广 东 2546 

湖 北 338 山 东 2371 湖 南 2025 

湖 南 245 四 川 2343 陕 西 1482 

四 川 245 辽 宁 1989 天 津 1274 

上 海 234 天 津 1946 河 南 875 

全国各省市区2010年聘请外国专家情况

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

数据来源：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No1，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6



CCG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
（2014）



根据CCG蓝皮书估算，5000万的海外华人华侨中，专业人士数

量约400万

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数量达到400万













新形势要求中国人才战略进一步开放



四、政策建议思考



放宽国际人才出入境的限制

• 延长留学人员回国的多次入境签证和外国人居留证件的有
效期（中美和中加10年有效多次往返签证出台后，我国颁
发给留学回国人员的1-5年多次入境签证和1-5年外国人居
留证件，丧失了吸引力。建议发放 10年多次入境签证和5-

10年外国人居留证件。）

• 实行72小时免签政策，延长免签时间至3-7天

• 取消回国访问需要邀请函和回国定居需要审批的规定

• 为海外华人华侨颁发同胞证、华裔卡

俞正声:将对台胞来往大陆免
予签注 适时实行卡式台胞证



进一步加大吸引来华留学生

• 允许来华留学生毕业后就业、实
习

• 放开国际留学生实习机会。建议
我国仿照国际做法，改革在华留
学生实习的规定，允许国际留学
生在华期间，进行打工或实习，
每周工作限制一定时间，持有学
生证者，不需要另行申请工作签
证。同时放开国际学生在学期间
，到中国的实习签证，凡是教育
部承认的著名大学学生，可以申
请实习签证来华工作半年到一年
，毕业后自动终止



建立体制内与国际接轨的全社会人
才互认评价指标制度

• （一）在国外知名大学、研究机构或实验室担任
过正副教授（研究员）正副系主任（院长）的分
别视同于体制内的“正副处、正副局级”；

• （二）在所创企业年销售额达一亿元人民币以上
的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分别（视
实际情况和地区差别）认证为体制内的“处级或
局级待遇”。

• （三）实行跨境职业资格准入和互认机制。实现
跨境专业资格互认，推进取得国内外执业资格的
专业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直接为企业和居民提供专
业服务。引进港澳台及国际资质认证和考试机构
，鼓励国内人才取得国际专业资质。



进一步放开留学回国人员到机关、
企事业单位和其它组织工作的限制

• 大多数专业部门岗位应以科学的人才观选拔、使
用和评估人才。

• 取消专业性较强的部门从社会选拔人才的一些行
政限制，如要求“科级、处级、职称以及各个级
别”的年限等行政规定，增加对人才职业素养、
从业经验、专业技能的考察比重；

• 制定并明晰体制内外、国内外人才身份转化后的
社保、医疗和退休享有的各种福利待遇等相关规
定。



吸引外国专家
建立中国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类别

• 技术人才类永居证改为有工作邀请的雇主联合申
请和独立申请相结合两种模式

• 投资人才永居证则在全面评估投资者的商务能力
、背景、年龄、家庭资产等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
进行评估，不再仅仅看投资金额。

• 针对诺贝尔奖得主等全球领军型人才、人文艺术
学科的高层次人才、商业精英和创业人才等类别
的人才，实行独立申请即自雇移民制度，不要求
先在中国工作、居留以及找到雇主。

• 同时，考虑特殊情形，允许永居证持有者可以变
更永居证类别。



在海外设立国际人才引智机构

• 目前，新加坡、印度、台
湾等国家和地区均在全球
设有专门的人才招揽机构
，搜寻合格的国际人才，
起到国家猎头的作用。

• 我国也可以在海外设立人
才招聘机构，接洽海外有
意向来华工作的高级人才



建立普惠制留学人员政策

• 留学低龄化趋势加剧，本科出国留学成为
常态和日后的主流趋势。

• 建议规定在国外取得本科学历，并具有2年

以上工作经验的留学回国人员，等同于在
国外取得硕士学历的留学回国人员等。以
此扩大目前留学回国人员政策的受惠面。



加强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
社会保障衔接

•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出国留学的高层次人才
，我国退休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处于不健全状态。
一些单位以“自动离职”或是“除名”方式，不
再承认其在国内的工龄

• 部分留学回国人才在办理社保时必须由单位人事
部门出面办理，但留学人员可能已不在编制内；
由于在办理时必须由单位人事部门出面办理；办
理和查询时必须要有身份证，但华人和部分华侨
已经没有国内身份证等

• 与他国签订社会保险互认机制（目前中国仅与韩
国、德国以及丹麦签订了互免养老保险的协议。
）



中国发起成立人才WTO（World Talent 
Organization)

一、建立国际人才流动新的国际组织。

二、建议将人才WTO定性为全球人才流动和
相互认证的新的国际组织，以促进国际人才交
流合作为主要宗旨。建议总部设在北京，使中
国掌握建立国际人才流动新秩序的主导权。

三、建议即刻起努力培养国际化人才，积极支
持和推荐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

四。为一带一路提供人才流动的新机制



签证便利化，
去除人才流动

的壁垒

未来30年，中国也要

享受国际人才流动的
红利

培养更多的国际
化的领导人才

中国海外使领馆
设立人才猎头

集聚各国人才，
发挥人才集群
效应

抓住全球化的第三
个浪潮，成立新的
WTO（World Talent 

Organizaiton世界人
才组织)

“海外公民
证”、“海
外华裔卡”

最后



Migration Wave: How China Can Retain Its Talents

The Path of Public Management Elite at Harvard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


CCG其他国际人才研究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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