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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智力回流动因及其技术外溢

效应研究述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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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随着人才全球化流动的不断加速，海外智力回流作为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通
过梳理国内外海外智力回流动因与技术外溢效应的相关文献，发现从人力资本流动特别是海外智力回流的视角分析技

术外溢效应的研究明显偏少，特别是基于人力资本的异质性，研究海外智力回流动因及其回国后可能带来的技术外溢效

应差异的文献不够丰富，这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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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海外智力流失不仅成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时也对发达

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智力在

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更加频繁也更加多样化，国际智力流动不再是以从“穷国”流向“富国”的单一形式呈

现，而是出现了智力回流、环流、对流等多种形式。２１世纪以来，中国智力流动的多样化发展态势日益
显著，综合国力的提升与改革开放的推进使中国迎来了全新的人才回流时代。如何遵循国际人才流动

规律，使学有所成的海外人才回国服务并有效发挥其技术外溢效应，对于中国有效实施人才国际化战略

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意义重大。

相比智力流失的大量研究而言，目前国内外关于海外智力回流的相关文献偏少。已有研究主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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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智力回流的现状、趋势、动因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并有少量文献基于理论或实证的角度考察了

海外智力回流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本文从海外智力回流的动因与技术外溢效应两个方面进行文献综

述，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为加速中国海外智力回流、充分发挥技术外溢效应的相关理论

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１　海外智力回流动因分析
１．１　海外智力回流的理论基础———国际人力资本迁移理论

在国际人力资本迁移理论的发展初期，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智力流失”、“智力外流”问题。随着

人才流动的复杂化与多元化，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角度解释人力资本的跨国流动现象，并试图对智力回

流、环流、对流等多种人才流动形式进行理论分析。其中，作为国际人才流动的重要形式，海外智力回流

已成为了当前学术界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海外智力回流主要是指智力流失后发生的外流人员从他国

返回祖籍国的一种国际迁移方式，关于智力回流的国际人力资本迁移理论主要包括：推拉理论、结构主

义理论、移民网络理论、跨国主义理论、新古典经济学迁移理论和新迁移经济学派理论等。

（１）推拉理论。该理论认为，“推”和“拉”的双重因素决定了国际移民的存在与发展［１］。东道国及

母国的“推”“拉”力量、移民自身对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等均会影响其回流决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
学者们在该理论基础上，根据回流过程的多元化及异质性特点，对回流特别是国际移民的回流提出不同

视角的经典理论解释。

（２）结构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结构转型或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作用会影响
国际智力的流动方向［２］６５。当一些高科技产业集中到某些国家或地区时，高层次国际人才流动现象也

会随之产生［３］。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近年来软件行业逐渐从美国转往亚洲国家及地区，这些地区软

件人才迁入数量大为增加的同时，在他国留学及工作的本地区智力回流趋势亦较为明显。印度很多新

科技企业由回流人员创办，软件业约３０％～４０％的高技术人员具有相应的海外工作经验［４］。类似的情

况也发生在中国台湾新竹、大陆中关村及上海张江高科技园等地区［５］［６］。

（３）移民网络理论。移民网络是基于亲情、友情关系所建立的一系列特殊联系，它将移民与迁出
地、迁入地连接在一起。这种联系能够在降低迁移成本，增加迁移收益的同时降低迁移风险，从而增加

迁移的可能性［７］。已有研究发现，移民网络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影响移民回流决策：第一，生活在母国的

家人和朋友。外流人员与他们的联系越紧密，就越倾向于回流［８］［９］。第二，先期回国人员。他们在母

国的事业及生活状况会对海外人员起到示范作用，从而影响其最终迁移决策［１０］。ＫｕｇｌｅｒａｎｄＲａｐｏｐｏｒｔ
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当期智力回流数量与智力回流的存量存在正相关关系［１１］。

（４）跨国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跨国联系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政治、经济与文化。目前，学者们
主要是从经济维度来分析智力流动的原因，他们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以及世界市场的产生，商品、资本、

信息的国际流动，必然会推动人才国际流动［１２］２３。该理论认为智力回流只是社会经济联系循环系统中

的一个环节，并不代表迁移过程的结束。

（５）新古典经济学迁移理论。该理论以个人收益极大化为理论基础，主要通过工资差异［８］［１３］、预期

收益［１４］［１５］等来解释迁移行为。此外，回流也可能是源于外流人员对流出国的消费有较高偏好，或者是

外币在流出国具有更高购买力［１６］［１７］。消费偏好与货币购买力通过改变个人收益，从而影响海外智力

的回流决策。

（６）新迁移经济学派理论。该理论源于古典派理论，但它将家庭作为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主体，认为
回流是迁移者从家庭层面衡量效用最大化的结果。而家庭收益主要从经济与情感两方面来衡量：从经

济方面来看，当母国的货币贬值时，其海外人员更倾向于在东道国赚取收入再寄回母国消费［１８］；从情感

方面来看，当海外人员的孩子、配偶、父母留在母国时，其回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９］［１９］）。

以上国际人力资本迁移理论的研究思路，不论是从宏观层面（如推拉理论，结构主义理论）、中观维

度（如移民网络、跨国主义等），还是微观视角（如新古典主义、新迁移经济学等），都不同程度地对国际

智力回流的动因进行了科学探讨。尽管没有一种理论能全面诠释海外智力回流动因，但仍为相关研究

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国际智力回流不仅发生在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且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

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目前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国际智力从发达国家回流发展中国家的相关问题。由

于每个国家都各具特点，再加上研究人员所选择的研究视角亦存在差异，关于国际智力回流的动因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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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概括。Ｄｕｓｔｍａｎｎｅｔａｌ对在欧洲的移民回流状况进行研究时发现，移民回流与东道国的经济状况、
政策变化息息相关，而且从不同国家流出的人员其回流倾向也不同［２０］。

１．２　中国海外智力回流动因研究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海外智力回流既具有代表性又有其特殊性，因

此有必要对中国的海外智力回流动因研究状况进行梳理。现有关于中国海外智力回流影响因素的研

究，大都以相关国际人力资本迁移理论为基础。根据研究视角的差异，我们将其分为３类：
第一类，基于中国或国内某地区吸引海外智力回流的视角，研究影响中国海外智力回流的主要因

素。虽然学者们所选取的影响因素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其共同点是主要关注中国大陆的经济科技

潜力、国内政策环境、人文教育发展等外部因素对智力回流的影响（见表１）。
表１　中国海外智力回流动因的代表性研究

研究者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影响智力回流的重要因素

张再生（２００３） 定性分析 市场支持系统、政策支持系统、国内外推－拉等因素

中国海洋大学课题组（２００４）
１９７８～２００１年学成回国人员／双变量
回归分析

经济因素、科技因素、高等教育发展因素、政策因素

孙健、纪建悦、王丹（２００５）
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学成回国人员／多变量
回归

ＧＤＰ、高校在校生、科研投入、医疗卫生机构

花军委 （２００７）
１９７８～２００４年学成回国人员／多变量
回归

经济因素、科技因素、高等教育发展因素、政策法规因素

孙瑜（２００７）
１９８６～２００２年留学生回流上海人数／
多变量回归

上年留学回国人数、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人均生产

总值、研发经费／产出

杨海（２０１０） 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留学回归率／回归分析 经济规模增长、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经济自强度

林琳 （２０１２）
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学成回国人员／多变量
回归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收入差别、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

比重、研发经费占ＧＤＰ比重、教育经费占ＧＤＰ比重

许家云、李淑云（２０１２） 留学回国人员／ＣＥＳ生产函数回归模型
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国内工资水平、国外收入水平、中国

失业劳动力总量

杨河清和陈怡安（２０１３）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海外归国人才／省际动
态面板模型

ＧＤＰ增长率、在校大学生人数、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比
重、研发经费占ＧＤＰ比重、教育经费占ＧＤＰ比重

仇怡和聂萼辉（２０１４）
１９７８～２０１１年海外留学回国人员／协
整检验

经济发展规模、财政科技投入、经济开放度、国内收入差

异、国际收入差异

　　第二类，重点考察东道国经济社会波动对中国海外智力回流所产生的推力，并从积极与消极推力两
方面展开分析。积极推力，如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使得一些行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促使发展

中国家的海外智力回流。Ｓａｘｅｎｉａｎ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软件行业向上海张江及台湾新竹科技园的转
移推动了相关海外人员回国工作或创业，从而促进了两地软件行业的发展［５］［６］。消极推力，如发达国

家经济状况变差，失业率增加或者社会动荡等，在这种情况下，海外人员选择回流或许更为明智。Ｃｈｅｎ
在考察北京中关村发展与海外智力回流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发现，２０００年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崩盘后所带
来的经济衰退以及“９．１１”事件后美国政府对外籍人员所持的谨慎态度等，是促成中国在美海外智力回
流的主要原因［２１］。

第三类，从海外智力自身回流意愿的视角展开研究。国外文献大多认为通常情况下爱国情结、与国

内联系的紧密程度等不会直接促成回流，迁移人员流动更多的会遵循人力资本保值增值规律［６］。但

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内在特质，与国内联系越紧密者回国的可能性就越大［１０］；王辉耀的调查表明，家庭

原因及将知识应用在中国的发展上对回流人员产生了重要影响；《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０７年的一项
调查显示，超过６０％的海外回流人员认为国内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趋势是吸引他们回国的最主
要原因［２２］１４３。此外，高子平研究发现，留学生的个人特征、留学过程、职业发展状况等也是影响其回流

意愿的主要因素［１０］。

纵观上述文献可以发现，外部因素与个人因素共同影响着中国海外智力的回流决策，即回流与否不仅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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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个人特征及经历影响，海内外的经济发展及社会政治环境也是影响海外智力回流决策的重要因素。

２　海外智力回流的技术外溢效应研究
人力资本的跨国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这种特殊生产要素的流动不仅会影响智力流入国

的工业化、信息化发展，在长期内也会给智力流出国带来积极的经济、社会影响。尤其国际智力回流现

象的出现，更是“有益智力外流”的最好证明。国际智力回流的主体包括学生［２３］、工人［２４］［２５］、科技人

员［２６］［２７］等。目前，由于受限于样本数据的获取，海外智力回流技术外溢效应研究选取的对象大多是留

学生。关于留学生回流的技术外溢效应代表性文献有：Ｐａｒｋ，Ｌｅ，李平和许家云，许家云，宋艳涛
等［２３］［２８］［２９］［３０］［３１］。表２分别从研究对象所在国家或区域的选择、样本数据处理、研究方法３个方面对
已有文献进行了归纳。

表２　海外智力回流技术外溢效应的代表性文献

研究者 研究对象国家与地区 样本数据处理 研究方法

Ｐａｒｋ（２００４）
ＯＥＣＤ、土耳其这些国家之间
的留学人员

假设留学生平均在东道国滞留年限为

５年
协整分析

Ｌｅ（２０１０）
７６个发展中国家的在外留学
人员

设留学生平均在东道国滞留年限为

３年
协整分析

李平、许家云（２０１１）
许家云（２０１２）

中国回流留学生

（整体与分区域研究）

总体数据为年回流量（选取的几个主

要留学国），各省份数据由综合引力指

数计算而得

以Ｃ－Ｄ函数及 ＣＨ模型为基
础，运用 ＯＬＳ方法及 ２ＳＬＳ方
法进行估计

宋艳涛等（２０１２） 中国回流留学生
海外人才回流变量由学成回国人员数

与国内高技术人员数之比表示

以Ｃ－Ｄ函数为基础进行技术
外溢与能力溢价测度

３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学术界已有对海外智力回流动因及其技术外溢效应相关问题进行的研究，为我们全面认

识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不过，从已有文献来看，相比物质资本流动（如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技

术外溢效应的国内外大量文献，从人力资本流动特别是海外智力回流的视角研究技术外溢效应的文献

明显偏少；而且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回流动因的探讨，却较少分析海外智力回流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

因此，我们认为未来的研究可以重点围绕以下３个方面展开：
（１）完善相关基础理论研究。首先，相对于以国际贸易、ＦＤＩ、专利申请与引用等为代表的国际技术

外溢的外源性力量，海外智力回流则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现有海外智力回流的研究对象大多集中于留学生，而事实上回流的主体不仅仅是留学生，还应包括科学

家、企业家、技术工人等。其次，纵观国际人力资本流动理论及相关研究发现，目前还没有成熟的理论能

够全面阐述国际智力流动（包括流出、回流与环流等）的动因，因此这部分研究有待进一步扩展。

（２）进一步分析海外智力回流动因。现有相关研究主要考察流出国与流入国的宏观因素对海外智
力回流的影响，但少有文献从回流智力的个人视角，或者结合个人视角来研究宏观因素对其回流的影

响。由于海外智力的回流决策具有差异性大、主观性强的个体特征，因此结合回流个体的微观特征来考

察宏观因素对智力回流的影响，以及从留学人员的微观层次特别是异质性人力资本的视角来研究留学

生回流动因，或许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３）深入研究海外智力回流与技术进步的联系。首先，已有研究海外智力回流与技术进步联系的
文献偏少，特别对中国的研究更是稀缺；其次，已有文献尽管讨论了留学生回流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但没

有考虑留学生因受教育程度或留学地不同等原因呈现的异质性特征及其回国后可能带来的技术外溢效

应差异；最后，由于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及社会经济条件基础，这可能会导致从各国回

流的智力对母国的技术外溢效应会有所不同。因此，基于回流主体的学缘与学历差异性，对中国留学生

回流的动态规律和技术外溢效应进行比较，将是今后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１］傅义强．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述略［Ｊ］．世界民族，２００７（３）：４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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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２９５－２３０４．
［２６］ＪａｋｏｂＥ，ＨｅｉｄｅＦＧ．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ｃｕｓ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１（４０）：７９１－８０５．
［２７］ＧｉｂｓｏｎＪ，ＭｃＫｅｎｚ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ｎＨｉｇｈ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ｓｅｐｈＡ．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１４ｔｈ．
［２８］ＬｅＴ．Ａｒ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Ｆｌｏｗ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ｈａｎｎｅｌｏｆＲ＆Ｄ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ｔｏ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０，１０７：３１５－３１７．
［２９］李平，许家云．国际智力回流的技术扩散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地区差异及门槛回归的实证分析［Ｊ］．经济学（季

刊），２０１１（３）：９３５－９６４．
［３０］许家云．国际智力回流的技术扩散效应研究［Ｄ］．淄博：山东理工大学，２０１２．
［３１］宋艳涛，李燕，黄鲁成．海外人才回流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Ｊ］．山西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３０，４２．

（责任校对　晏小敏）

１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