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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白春礼主编的《人才与发展—国立科研机构比较研究》概要分析了主要科技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
家的宏观科技人才战略和政策，从战略定位、人才规划、人才环境、人才资源、人才流动等多视角比
较分析了国际一流国立科研机构的人才与发展，并以不同学科领域的国内外一流研究所为案例进行了
对比分析；就国家和国立科研机构的科技人才战略与政策、科技与人才管理体制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探
讨和思考。

《人才与发展—国立科研机构比较研究》可供科研与人才资源管理和研究的管理人员、研究人员以及
高校师生等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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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主要国家人才战略与政策概览人才资源已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直接决定国家的
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在经济及科技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政府不断推出新的人才战略和人才政策，纷纷加大对
科技和人才开发的投入，国际高层次人才竞争和人才全球性流动日益加剧，人才战略和人才政策创新
成为充分挖掘和用好人才资源的关键。
曾经是世界科学中心的欧洲，仍然保持着科技领先的位置。
英国是世界科技发达国家之一，具有优秀的科学文化传统，在现代世界科学规范的创立和科技人才的
培养方面居领先地位。
20世纪末以来，英国政府不断调整科技政策，大力发展知识经济，提出了以创新为核心的新的国家科
技发展战略，2002年开始实施专门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高技术移民计划》等人才发展政策，以应
对全球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德国优秀科技人才一度严重外流，但经过几十年特别是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合并以来的努力，德国重新崛起，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科技强国，在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成功的人才战略和政策。
法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定了一系列科技人才政策以努力保持其科技强国地位，2007年修改《移民
法》并设立国家级海外人员归国奖励基金，2009年开始进行四年一周期的创新战略制定并加大研究经
费投入以迎接未来竞争的挑战。
作为当今世界经济中心和科技中心的美国，其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得益于拥有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创
新人才队伍。
20世纪美国的迅速崛起，源于其国家利益至上的人才政策和人尽其才的文化与制度环境，像磁石般吸
引和聚集了来自全球的大批顶尖人才。
进入21世纪，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科技人才竞争形势，为巩固其科技人才资源优势，美国不断推出涉
及国家未来科技人才发展的战略规划和人才政策。
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总统签署《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期待通过管理和发掘
科学与技术创新的力量和潜能来重振美国经济。
自然资源匮乏的日本多年占据着世界经济规模第二的位置，这得益于对科技和人才的重视。
“二战”后日本实行科学技术改革，强力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
1980年，日本政府提出并实施“技术立国”，1996年进而提出“科学技术创新立国”，2002年制定
《240万科技人才开发综合推进计划》、《21世纪卓越研究基地计划》和《科学技术人才综合培养计划
》等一系列人才发展计划，要在21世纪前50年培养出3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至2010年已有18人获得诺
贝尔奖。
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中，俄罗斯曾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1996年以来出台《科学和国家科技政策法》等
一系列促进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政策措施，为俄罗斯未来科技发展及创新体系建设提供支持。
韩国科技和经济的跨越发展同样得益于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的科技法规、科技规划和人才政策，如《科
学技术促进法》、《技术开发促进法》、《技术评估法》、《科学家教育法》、《科学技术政策宣言
》、《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国家战略领域人才培养综合计划》等。
印度总理科学顾问委员会2010年发布《使印度成为全球科学领袖》的报告，明确提出要使印度成为一
个知识型社会及科学领域的世界领导者，大力推进印度的科学发展，完善科技和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卓越中心，培育创新文化，加大研究和开发投资。
巴西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系统制定其国家人才规划与政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启动了一系列国
家科技发展计划，加大对科技人才资源的投入，提高和完善面向高级科研人才的待遇和人才移民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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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白春礼主编的《人才与发展—国立科研机构比较研究》主要从国家人才战略、国际一流国立科研机构
的人才策略和举措、不同学科领域研究所的人才资源这三个层次，重点从人才战略、科研环境、人才
结构和人才流动几个角度，以丰富的资料和客观的数据进行研究机构人才问题的比较研究，以期为我
国建设一流科研机构、培育和吸引一流人才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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