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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持续加大投入和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科

研人才滞留海外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加之我国启动了一

系列措施鼓励海外华人科学家回国，包括提供经费充足的

学术岗位，以及有效的激励机制，越来越多的高层次科学家

回到国内。

近日，世界顶级的科学期刊出版公司面向全球发布了题

为《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的白皮书，为处在关键发展期的中国

科研“把脉”。这份报告的依据是其最近对 1700 多名中国一

线科研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当面访谈中所收集到的信息。

白皮书指出，中国的科研环境与其经济一样，也处于转

折关头，需要克服挑战，以提升中国科研产出质量和影响

力，支持可持续增长。

年轻科研人员对国家充满信心

白皮书指出，长期困扰中国的“人才外流”正逐渐转变

为“人才回归”。中国吸引、培养和留住科研人才的不断努

力取得明显成效，从海外招回了大批科学家。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数据显示，在美国攻读理

工科的中国籍研究生数量从 1987 年的 1.5 万人增加到 2010

年的 4.3 万人，几乎增加了两倍，中国由此成为美国理科博

士生最大的海外来源国。受高薪和优越的科研环境的吸

引，这些毕业生大多数倾向于留在美国。

但是，随着中国持续加大投入和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

设，这一现象正在发生改变。中国政府已启动了一系列措

施鼓励海外华人科学家回国。其中就包括“千人计划”，该

计划旨在通过提供经费充足的学术岗位，以及有效的激励

机制，从海外吸引高层次的科学家，特别是中国籍科学家。

白皮书显示，在此次调研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和近二

分之一的问卷调查回复者，都是在这一波“海归”浪潮中回

到中国的。

从中国年轻科研人员那里收集到的最新数据也表明，这

种“人才回归”或“海归”模式在未来会更加明显。尽管接受调

研的许多博士生和博士后科研人员仍有出国计划，但 85%的

人都表示计划在 5年之内回到中国。报告中说：“显然，许多年

轻的科研人员都对中国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充满信心。只要

获得有力的支持，下一代科研人员将会回馈中国科研。”

影响力与产出量尚不匹配

中国由“人才外流”反转为“人才回归”，反映了中国在

全球舞台上日益增强的地位。但挑战仍然存在。

白皮书指出，中国现在的研发投入和科研产出均居于世

界第二位，显示了高水平的科研实力。2014 年，中国国内发

明专利申请受理量达 92.8 万件，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但是，中国科研的学术影响力与产出量的惊人增长不

相匹配。尽管中国发表的高水平科研论文数量有了大幅增

加，但如果用代表学术影响力的“标准化论文引用影响指数”

来衡量，中国在许多学科领域仍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报告

指出：“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中国对全球高引用量论文的贡献

仅次于美国，但中国仍有增长空间。而且，与西方国家相比，

中国在一些领域的高水平科研产出方面也有欠缺，例如，在

化学和物理学领域的实力要明显强于生命科学。”

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科研评估系统和其他许多国家一

样，都严重依赖单一的评估标准，例如SCI论文的发表数量，却

不太重视科研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并且，中国缺乏将科技成

果产业化的有效机制，这也阻碍了社会和经济影响力的产生，

“中国需要改变其科研文化，使之更侧重于质量而不仅仅是数

量，从而保持科技的持续发展，并将科研产出转化为生产力”。

科研生态总体乐观局部有碍

白皮书认为，中国科研生态系统各基本组成要素的发

展局面十分乐观，但依然有一些障碍困扰着科研人员，不利

于建设一种认可和鼓励求精创新的科研文化。白皮书从科

研资助、科研实施和科研传播这 3 个科研过程的重要阶段

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科研资助方面，尽管中国 2014 年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 2.1%，已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当，但基础研究经费

仅 占 中 国 全 部 研 发 投 入 的 5%，这 一 比 例 远 低 于 美 国 的

18%，英国的 16%以及日本的 12%。受访的学术带头人中，

超过 80%都认为中国应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更多的资金。

此外，尽管目前中国有面向年轻科研人员设立的专项

资金，但一些受访者还是认为，其金额往往较小并且期限较

短。报告建议资助机构加大对基础研究及青年科学家的投

入。报告还建议更广泛地采用专业的同行评议机制，有助

于提高项目拨款效率和透明度。

科研实施方面，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博士

生和科技人员，但仍存在两大人才空缺——缺乏实验室技

术人员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报告建议科研机构加强对这些

岗位的重视度以解决此问题，并建议减少资深科学家的行

政管理任务，让他们能腾出更多时间指导年轻科学家。

调查显示，在高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仍然是中国

衡量科研人员成功的一项重要标准，报告建议采用更全面

的评估标准。

科研传播方面，报告建议采取措施鼓励科研人员分享

自己的数据和研究成果，并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好的科研写

作培训，还需要激励科研人员与公众和产业界进行交流，开

展更广泛的科学传播活动。 （佘惠敏）

“人才外流”现象反转 “海归”回国成为主流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中国人民币

走势看跌、房价高不可攀等大环境因素，促

使美国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中国最火热的

投资目标。

中国房地产经纪同业联盟主席胡景晖

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有意到美国置产的

中国客户，近年激增七倍，尤其单纯当“美

国房东”的中国民众，已经超越移民或留学

生购置美国房产数量，成为中国海外房产

投资的主要“金主”。

胡景晖表示，五年前该公司客户仅有

5%对投资美国房产有兴趣，现今这群有高

度意愿来美投资置业当房东的中国客户，

已经增长四成。他说，近日一场在北京举

行的“投资美国房产说明会”中，短短一小

时介绍后，立即有七、八位客户当场下单，

准备入住德州当房东。

胡景晖指出，从 2007 年 9 月起，中国采

取较严厉的购屋政策维持房市秩序后，就

有一些投资者，转往美国房市发展。2010

年中国新的一波移民潮，助长了移民美国

者的购屋高峰，而到 2015 年，受中国股市、

汇市、房市局势动荡影响，中国投资者开始

将大笔闲置资金，瞄准美国房产。

“小至 17 万元，大至 700 万元，各种价

位的房屋都有客户成交。”胡景晖表示，这

次访美，也希望能够掌握更多的“房源”。

此外，也希望与美国房产经纪人协会搭建

桥梁，使双方能够进一步合作，针对各种中

国客户关切议题，寻找最佳解决途径，并连

手开拓更大市场。

芝加哥美亚地产总裁章诣远说，过去

五年来，他经手的中国客户购买美国地产

的数量，足足成长 10 倍以上，“市场后劲十

足，非常需要双语房屋中介”，已经从事房

产交易 30 年的章诣远强调，中国客户涌入

美国买房、购地，盛况空前，前所未见。

据全美房产经纪人协会统计，从 2014

年第二季到 2015年第二季为止，中国投资客

已在美国买下总成交额高达 286 亿元的房

产，不论在房屋数量及总金额方面，都创历

史新高。 （钟 欣）

中国人疯当美国房东
赴美买房购地成最

火爆投资

郑凯（化名）身家过亿，在河南两个省辖市建

有 3 处建材市场。面对记者，这位历经商海沉浮

的企业家，弹了弹右鬓角说：“你看，从根儿上白

了。”他表示，对于奔波已经有所厌倦。

郑凯遇到的问题是，他共有 3 个儿子，他最为

看好老大，机灵、会来事。为了培养老大，老郑还

把他送到了英国读书，想着将来由他接班，可是

“那小子 6 年没回过家了，说得很干脆，不接班”。

郑凯的二儿子读书很差，老郑的判断是“人

也笨”，于是拿出 200 万元给他另外做着小生意。

大儿子不回来，二儿子另谋其他生计，郑凯

只能培养小儿子了，但是小儿子根本不听他的：

坚决报考了中医专业，最喜欢的业余活动是玩吉

他，而被郑凯强迫从成都拉到郑州后，仍是“见天

不是玩游戏就是见不着人”。

“我很伤心。”郑凯说。

“子承父业”曾经是很多中国企业家最理想

的接班模式。不过随着理念更替以及市场经济

发展，这样的想法正在改变。

这样的变化也和前车之鉴相关。

海鑫钢铁位于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成立于

1987 年，是一家以钢铁为主业，集资源、金融、地

产等行(产)业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曾经是山

西省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2003 年 1 月，创始人

李海仓遭遇不测，其子李兆会被迫中断学业回国

继承父业。

彼时，李兆会面临着四大挑战：一是家族权

威的重新建立，二是企业商业模式的再造，三是

企业管理文化的重新塑造，四是人才和管理团队

的培养。

不过，他似乎并没有对父亲的钢铁生意表现

出特别的兴趣。此前李兆会接

受采访时坦言，“ ……我不想做

这个董事长”。但家族最终还是

决定让李兆会接任掌门人职位。

10 年时间，海鑫的钢铁生意

日渐没落，但在钢铁圈之外，李

兆会却“玩”得风生水起，成为山

西最年轻的首富。

然而，2014 年 3 月 7 日，一则

“山西某钢厂因资金链断裂而停

产，江苏钢厂收到银行口头通知

称信贷将缩减 20%”的消息在圈

内流传。市场上甚至出现了海

鑫倒闭、破产的传闻，有媒体报

道称，海鑫钢铁未能偿还逾期银行贷款，规模大

概为 30 亿元。

海鑫集团目前的困境被业内外普遍归结为

李氏家族领导的内耗。

有接近李氏家族的知情人表示，李兆会接班

前，海鑫集团创始人李海仓也不常在运城当地，

海鑫钢铁当时主要由李兆会的“五叔”李天虎帮

助李海仓打理。

不过，李兆会接任后，先是将创业元老、海鑫

集团副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辛存海调离权力核心，

之后，李天虎也被巧妙地“赶走”。

随后，李兆会请来了和自己关系最近的“六

叔”李文杰，此后很长时间内李文杰都是海鑫钢

铁的实际掌舵人。2009 年之后，李文杰逐渐从

海鑫的管理层消失。之后，李兆会的妹妹李兆

霞被海鑫集团内部认为是实际控制人，她控制

着公司的财务大权。但李兆霞已在上海结婚生

子，回公司的时间很少，只在公司出现重大问题

时才会露面。

海鑫集团的核心管理层李文杰、李兆霞相继

撤离，李兆会又醉心于投资业务，曾经盛极一时

的海鑫集团在闻喜的总部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

个“空巢”。

根据一项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只有约

25%的受访企业主明确表示希望由子女接管家族

企业；约 35%的受访二代继承人希望可以接掌家

族企业，帮助家族企业更好地发展，虽然比例略

高，但仍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其他约 65%至 75%的

受访创富一代和二代财富继承人则希望以引入

职业经理人或者只担任股东的方式延续家族企

业的经营，抑或转卖并退出企业。 （宗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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