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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东欧科技人才交流潜力
与中国引才策略研究

韩　 萌　 姜　 峰　 顾虹飞

【内容提要】 　 中东欧国家是当今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新兴力量ꎮ 为深

入挖掘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对接潜力ꎬ在满足中国科技创新合作多元

化需求的同时ꎬ进一步提振中国科技创新效率ꎬ该文构建了中国—中东欧科

技人才交流潜力指标体系ꎬ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法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人

才交流潜力及其动态变化趋势进行客观评估ꎬ结合中东欧国家创新绩效水平和

优势产业禀赋ꎬ科学划分了中国对中东欧引才的区位选择框架ꎮ 基于中国引进

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面临的内外部阻力因素ꎬ该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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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纽带ꎬ中东欧国家依托有利的产业基础和区位

条件ꎬ长期以来都是西欧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承接国ꎮ 特别是自多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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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以来ꎬ受益于欧盟更大的资本转移力度ꎬ中东欧国家已逐

步建立了更为完善的市场机制和生产要素配置体系ꎬ这不仅给予其更强的经

济活力和更大的市场潜力ꎬ也为其创新技术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储备奠定了

坚实基础ꎬ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新兴力量ꎮ
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ꎬ而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加速实

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的有力支撑ꎮ 人才作为创新之根本ꎬ是前

沿知识、技术以及技能的有机载体ꎬ对中国抢占未来全球科技竞争和发展制

高点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①ꎮ 但就实际情况而言ꎬ中国国内科技人才缺口

大、培养周期长ꎬ供给不足现象短期内难以解决ꎬ因此ꎬ必须加大海外人才引

进力度以补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ꎬ而充分挖掘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

对接潜力ꎬ既是满足中国科技创新合作多元化需求的有益举措ꎬ也是在全球科

技竞争日益激烈背景下拓展合作伙伴、丰富人才供给的积极尝试ꎬ为中国提升

技术创新效率、促进区域科技资源共享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出路与方向ꎮ
不可否认ꎬ当前中国对中东欧国家人才引进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明

显不足ꎬ特别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加剧动荡的

复杂背景下ꎬ传统的国际人才交流模式已受到严重冲击ꎬ加之中国现有海外

人才引进机制存在明显缺陷ꎬ导致中东欧科技人才与中国交流意愿不强ꎬ引
智供需存在结构性失衡ꎮ 目前ꎬ国内外学者对从人力资源维度探究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潜力还较为匮乏ꎬ更多地偏向于从宏观层面分析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的需求、基础、特点ꎮ 例如ꎬ忻红和李振奇基于数

据比较分析了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创新能力水平ꎬ并以此为依据ꎬ探讨了中

国—中东欧科技合作的着力方向与优化路径②ꎮ 龙静通过总结中东欧国家

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主要特点以及与中国创新合作的发展现状ꎬ对未来中国与

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前景进行了合理展望③ꎮ 可见ꎬ虽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已引起了学界的关注ꎬ但在研究视角上缺少对科技人

才功能的深入探讨和对科技人才交流潜力的科学评估ꎬ不仅局限了人们对于

真实合作现状的认识ꎬ也容易给决策的判断和优化带来障碍ꎮ 客观把握中

国—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交流潜力的动态发展趋势ꎬ在明确双方引才现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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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ꎬ以现存障碍为依据ꎬ有针对性地设计引才优化路径、构建引才机制框

架将有利于中国打通与中东欧国家的人才流动渠道ꎬ提升中东欧人才供给的

层次和质量ꎬ从而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协同、突破中国

自身创新能力瓶颈给予理论指引和实践支持ꎮ

一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交流合作潜力评估

中国长期重视并致力于与中东欧国家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科技合作ꎬ积极搭

建科技人才交流平台ꎬ加快建设创新共同体ꎬ推动双方科技人才达成互惠发展、
创新成长的共识ꎮ 特别是自 ２０１２ 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立以来ꎬ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各领域合作均迈入实质性飞跃阶段ꎬ而科技人才作为当今全球

发展的第一资源ꎬ更成为双方关注的重点合作内容ꎮ 客观、全面、高效地衡量中国

与不同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交流合作潜力水平ꎬ对理解和把握双边人才互动的密

切程度以及未来中国引才着力方向和发展趋势至关重要ꎮ 鉴于此ꎬ本文结合已有

文献成果ꎬ在充分考虑指标合理性和数据可得性基础上ꎬ构建中国—中东欧国家

科技人才交流潜力综合指标体系ꎬ以期直观呈现科技人才双边合作条件的动态差

异ꎬ并为提高中国对中东欧国家引才效率提供客观现实依据和合理数据支撑ꎮ
(一)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和科技人才交流的前期基础

近年来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结合自身特点、需求和优先方向ꎬ本着平等协

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ꎬ在科技创新和人才交流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空

间ꎮ 在顶层设计方面ꎬ２０１２ 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创立时ꎬ中方便提

出设立总额为 １００ 亿美元的专项贷款ꎬ重点使用方向就包含了高新技术领域

的合作项目ꎮ 在 ２０１３ 年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后发布的«布
加勒斯特纲要»中ꎬ环保、能源领域科技创新被单独列为重点拓展的合作领

域ꎬ该纲要鼓励环保科研院所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和研究网络ꎬ支持环保专家、
学者的交流互访ꎬ促进各国环保科技创新方面的互利共赢ꎮ 在随后历次中

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及会晤发布的纲要中ꎬ拓展科技创新领域合作都

作为单独部分得到高度重视ꎮ 例如ꎬ２０１８ 年索非亚峰会后ꎬ各方宣布启动

«中国—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伙伴计划»ꎬ２０１９ 年ꎬ各方在杜布罗夫尼克峰会

上积极肯定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潜力ꎬ并致力于进一步探

索各国科技创新资源的交流互鉴ꎬ力求推动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更多合作ꎮ
依托有力的顶层设计支持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不仅在创新体系建设、科

技创新政策制定等方面协同度增强ꎬ而且创新网络与平台建设也日益成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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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历次峰会的相关共识ꎬ２０１６ 年至今ꎬ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

已成功举办 ５ 届ꎬ各国就诸多议题达成合作共识ꎬ推动了中国—中东欧创新

合作研究中心、中国—中东欧国家青年科技人才论坛等一系列科技创新合作

形式的落地实施ꎮ 除了创新合作大会这样以搭桥梁、促合作为主要目的的交

流平台外ꎬ中国与中东欧各国还筹建了诸多专业领域、特定方向的创新合作机

制ꎮ 例如ꎬ罗马尼亚于 ２０１７ 年设立能源项目对话和合作中心ꎬ致力于促进各国

企业、政府、学术机构、法律机构等共享经验和信息ꎬ助推彼此在能源领域的合

作ꎮ ２０１８ 年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ꎬ各方探讨了在塞尔维

亚成立中国—中东欧创新能力建设工作组的可行性ꎮ ２０１９ 年ꎬ各方又提出设

立中国—中东欧国家信息通信技术协调机制、中国—中东欧国家智慧城市、中
国—中东欧国家区块链中心等诸多意向ꎬ这些都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开展科技

人才交流合作提供了新的驱动力ꎮ 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科研合作成果为例ꎮ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国际合作论文数量呈显著上升态势ꎮ ２０２０
年双方合作发表论文达 ４ ７９１ 篇ꎬ比 ２０１１ 年增加约 ４ ６ 倍ꎮ 而双方合作发文量

占中国全部国际合作论文的比重也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 ５％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３ ２％①ꎮ
日益密切的科技创新合作也带动了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引进的热

度与规模ꎬ如宁波于 ２０１８ 年建立了中国(宁波)中东欧青年创业创新中心ꎬ通过

向中东欧国家青年创业者提供创业孵化一站式服务ꎬ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对中东

欧科技人才的吸引力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年底ꎬ该中心已引进企业、机构约 ２００ 家ꎬ
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对接的前沿窗口ꎮ 又如ꎬ宁波中东欧创新基地

于 ２０２０ 年在宁波余姚正式揭牌成立ꎬ分别在中国宁波和匈牙利布达佩斯设立

常驻机构ꎬ以中东欧为核心ꎬ全面拓宽中国对国际科技人才的引进渠道ꎮ 该创

新基地依托市场化机制运营ꎬ通过离岸平台直接对接的形式ꎬ丰富了引才路径ꎬ
成为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招才引智的示范工程ꎮ 但不可否认ꎬ中国对中东欧国家

科技人才尚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关注ꎬ引才力度依旧不足ꎬ与中东欧国家客观的

科技发展水平和科技人才规模不相匹配ꎮ 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外籍院

士数量为例ꎬ迄今为止ꎬ中国工程院欧洲籍院士共有 ２７ 位ꎬ中国科学院欧洲籍

院士有 ３８ 位ꎬ其中ꎬ仅有来自波兰和塞尔维亚的两位科学家于 ２０１７ 年增选为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ꎬ其余均来自西欧发达国家ꎮ 可见ꎬ面对日益增长的外智

需求ꎬ充分挖掘中东欧科技引才潜力ꎬ加大中东欧引才资源投入将有利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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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智储备结构的优化ꎬ从而为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给予更有效的创新助力ꎮ
(二)中国—中东欧科技人才交流潜力综合指标体系构建

本部分在参考邵景波①、霍宏伟②等学者研究基础上ꎬ遵循指标选取的可

获得性、科学性、系统性原则ꎬ分别从政治交流、技术合作、教育互动、文化相

融、贸易共赢和投资互促 ６ 个方面挑选 ２９ 个指标ꎬ构建中国—中东欧科技人

才交流潜力综合指标体系ꎬ进而全面、科学地衡量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科技人

才交流的发展趋势(见表 １)ꎮ

表 １ 中国—中东欧科技人才交流潜力指标体系

总目标层 目标层 中间层 指标层

科技
人才
交流
潜力

政治
交流

技术
合作

教育
互动

文化
相融

贸易
共赢

政策机制(Ｍ１)

双边关系(Ｍ２)

合作效益(Ｍ３)

发明创造(Ｍ４)

留学生流动(Ｍ５)

人才培养(Ｍ６)

机制性交流(Ｍ７)

文化传输
(Ｍ８)

人员
使用(Ｍ９)

两国政治合作措施及活动数量(Ｘ１)

两国国家领导人互访次数(Ｘ２)

两国科技交流活动次数(Ｘ３)

中国从国外技术引进合同数(Ｘ４)

中国在中东欧国家专利申请受理发明专利数
(Ｘ５)

短期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学生数(Ｘ６)

获得本科及同等学位的中国学生数(Ｘ７)

获得硕士及同等学位的中国学生数(Ｘ８)

获得博士及同等学位的中国学生数(Ｘ９)

学习中文的中东欧学生数(Ｘ１０)

中东欧国家华文教育示范学校数量(Ｘ１１)

两国文化互动活动次数(Ｘ１２)

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文化产品出口额(Ｘ１３)

中国自中东欧国家文化产品进口额(Ｘ１４)

中东欧国家在中国设立的科技子公司员工数
(Ｘ１５)

中国通过经济活动控制的中东欧国家科技企
业员工数(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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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总目标层 目标层 中间层 指标层

科技
人才
交流
潜力

贸易
共赢

投资
互促

人员使用(Ｍ９)

旅游服务(Ｍ１０)

知识产权服务
(Ｍ１１)

其他商业服务
(Ｍ１２)

资本利用(Ｍ１３)

人员往来(Ｍ１４)

两国经贸合作活动次数(Ｘ１７)

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旅游服务出口额(Ｘ１８)

中国自中东欧国家旅游服务进口额(Ｘ１９)

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知识产权服务出口额(Ｘ２０)

中国自中东欧国家知识产权服务进口额(Ｘ２１)

中国对中东欧国家其他商业服务出口额(Ｘ２２)

中国自中东欧国家其他商业服务进口额(Ｘ２３)

中国科技企业对中东欧国家企业并购数(Ｘ２４)

两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数(Ｘ２５)

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直接投资存量(Ｘ２６)

中国实际利用中东欧国家外资数量(Ｘ２７)

中国在中东欧国家从事承包工程人员数(Ｘ２８)

中国在中东欧国家从事劳务合作人员数(Ｘ２９)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世界华文教育年鉴»、«中

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国商务年鉴»、«中国外交»、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纲领性文

件以及 ＷＴＯ、ＵＮＣＴＡＤ、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网站相关内容编制ꎮ

(三)中国—中东欧科技人才交流潜力综合指标权重测算方法

当前ꎬ对于指标的赋权主要有主观和客观两类赋值方法ꎮ 主观赋值法虽

然操作简单ꎬ不易出现权重与实际程度相悖的情况ꎬ但随意性偏大ꎬ权重合理

性难以保证ꎮ 为了避免以上缺点ꎬ在关于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中ꎬ学者们更

倾向于采用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以及熵值法等客观赋值方法①ꎮ 这些方法

虽然使评价结论更具数理基础ꎬ但不具备纵向可比性ꎬ难以实现跨期动态评

价ꎮ 鉴于此ꎬ本文借鉴了费德里奇和马齐泰利 (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Ｆｅｄｅｒｉｃｉ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 Ｍａｚｚｉｔｅｌｌｉ)、姜峰和段云鹏② 的研究成果ꎬ 采用动态因子分析法

—７０１—

①

②

崔宏轶、潘梦启、张超:«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深圳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环境评

析»ꎬ«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ꎻ张樨樨、韩秀元:«高新技术产业人才集聚发展环

境综合评价研究»ꎬ«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ꎮ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Ｆｅｄｅｒｉｃｉꎬ Ａｎｄｒｅａ Ｍａｚｚｉｔｅｌｌｉꎬ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ａ ｃｏｍ / ｍｅｅｔｉｎｇ / ２ｉｔａｌｉａｎ / Ｆｅｄｅｒｉｃｉ ｐｄｆꎻ姜峰、段云鹏:«数字“一带一路”能

否推动中国贸易地位提升———基于进口依存度、技术附加值、全球价值链位置的视角»ꎬ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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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双因素方差模型测量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中东

欧国家的科技人才交流潜力①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２０２１ 年以来ꎬ立陶宛先后通

过干涉新疆问题、宣布正式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允许台湾在立陶宛

设立“台湾代表处”等一系列操作公然挑战中国红线ꎮ 作为回应ꎬ中国宣布召

回驻立大使并降低双边关系至代办级ꎮ 考虑到中立关系正常发展已受到严

重阻碍ꎬ双方人才交流潜力空间也被严重挤压ꎬ科技人才合作前景难言乐观ꎮ
鉴于以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数据评估的潜力水平已无法客观呈现中立科技人才交

流现状ꎬ且难以有效指导未来中国对立陶宛科技人才引进优化策略ꎬ因此样

本国家未包含立陶宛ꎮ 双因素方差模型的具体方法如下:
Ｕ ＝ Ｕ∗

ｔ ＋ Ｕｉｔ ＋ Ｕｉ( ) ＝ Ｕｔ ＋ Ｕ∗
ｔ (１)

其中ꎬＵ 为样本总体的方差和协方差矩阵ꎻＵｉｔ是样本各时期平均的方差和

协方差矩阵ꎬ表明样本独立于时间变量的相对结构变化ꎻＵ∗
ｔ 为各时期平均协方

差矩阵ꎻＵｉ为单独样本的动态差异矩阵ꎬ反映单独样本动态变化与总体样本平

均动态变化之间的差异ꎻＵｔ反映线性回归模型的动态变化ꎬ回归方程为:

ｚ ｉｔ ＝ β ｉ ｔ ＋ γｉ ＋ εｉｔ (２)

其中ꎬｉ 是指标ꎬｉ ＝ １ꎬꎬ２９ꎻｔ 是年份ꎬｔ ＝ １ꎬꎬ１０ꎻβ ｉ为 ｔ 与ｚ ｉｔ的估计系

数ꎻｚ ｉｔ为第 ｔ 年总样本的第 ｉ 指标的平均值ꎻγｉ为常数项ꎻεｉｔ为干扰项ꎬ且满

足以下条件:

ｃｏｖ εｇｔꎬεｈｓ( ) ＝
ωｉ 　 　 ｇ ＝ ｗꎻｈ ＝ ｓ

０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 (３)

动态因子分析法的计算步骤为:
第一步ꎬ标准化处理原始数据ꎬ方法为:

ｙｉｊｔ ＝
ｘｉｊｔ － ｘｉｔ

１
１６ － １∑

１６
ｊ ＝ １(ｘｉｊｔ － ｘｉｔ) ２

(４)

其中ｘｉｊｔ为原始数据ꎬｘｉｔ为第 ｔ 年总样本的第 ｉ 指标的平均值ꎬｙｉｊｔ为标准

化后的数据ꎬｊ 为国家ꎬｊ ＝ １ꎬꎬ１６ꎮ
第二步ꎬ依据各年份的协方差矩阵 Ｕ(ｔ)ꎬ计算得出平均协方差矩阵 Ｕ∗

ｔ ꎬ
公式如下:

—８０１—

①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排除新冠肺炎疫情对人才交流特征的干扰ꎬ本文实证

分析以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作为时间范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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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ｔ ＝

∑１０
Ｔ ＝ １Ｕ(ｔ)
Ｍ (５)

第三步ꎬ计算 Ｕ∗
ｔ 的特征值、特征向量和各特征值对应的方差贡献率ꎮ

第四步ꎬ测算中东欧 １６ 个国家的静态指标矩阵 ｖｊｋꎬ具体为:
ｖｊｋ ＝ ｙｊ － ｙ( ) ′λｋ (６)

其中ｙｊ ＝
１
１０∑

１０
Ｔ ＝ １ｙｊｔꎬｙ ＝ １

１６∑
１６
ｊ ＝ １ｙｊꎬｙ'

ｊｔ ＝ ｙ１ꎬｊꎬｔꎬꎬｙ２９ꎬｊꎬｔ( )ꎬｉ ＝ １ꎬꎬ２９ꎬｔ ＝

１ꎬꎬ１０ꎻλｋ 为第 ｋ 个特征向量ꎮ
第五步ꎬ计算各样本的动态指标矩阵:

ｖｉｊｔ ＝ ｙｉｔ － ｙｔ( ) ′λｋ (７)

其中ｙｔ ＝
１
１６∑

１６
ｊ ＝ １ｙｉｔꎮ

第六步ꎬ以各主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因子对应的特征值之和

的比例ꎬ即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ꎬ计算得出中东欧国家各年份与中国科技人

才交流潜力值ꎮ
(四)中国—中东欧科技人才交流潜力测算与结果分析

根据动态因子分析法的计算步骤一至步骤三ꎬ计算得到特征值、公因子方

差贡献率和累积方差贡献率(见表 ２)ꎮ 以累积方差贡献率高于 ８０％为原则ꎬ中
国—中东欧科技人才交流潜力综合指标体系提取 ９ 个公因子ꎬ累积贡献率为

８２ ９３％ꎬ可以较为充分地反映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交流的潜力程度ꎮ

表 ２ 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

主因子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 累积方差贡献率(％ )

１ ６６ １２ ２８ ７２ ２８ ７２

２ ２８ １９ １２ ２４ ４０ ９６

３ ２２ ００ ９ ５５ ５０ ５１

４ ２１ ６３ ９ ３９ ５９ ９０

５ １６ ９８ ７ ３７ ６７ ２８

６ １１ ７３ ５ ０９ ７２ ３７

７ ９ ４５ ４ １０ ７６ ４８

８ ７ ９６ ３ ４６ ７９ ９３

９ ６ ８９ ２ ９９ ８２ ９３

１０ ６ ２８ ２ ７３ ８５ ６５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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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主因子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 累积方差贡献率(％ )

１１ ５ ０７ ２ ２０ ８７ ８５

１２ ４ ２６ １ ８５ ８９ ７０

１３ ３ ４０ １ ４８ ９１ １８

１４ ３ １６ １ ３７ ９２ ５５

１５ ２ ９１ １ ２６ ９３ ８２

１６ ２ ５３ １ １０ ９４ ９２

１７ ２ ０９ ０ ９１ ９５ ８２

１８ １ ７８ ０ ７７ ９６ ６０

１９ １ ６７ ０ ７２ ９７ ３２

２０ １ ３０ ０ ５６ ９７ ８９

２１ １ １０ ０ ４８ ９８ ３７

２２ １ ０１ ０ ４４ ９８ ８１

２３ ０ ８０ ０ ３５ ９９ １５

２４ ０ ５９ ０ ２５ ９９ ４１

２５ ０ ５０ ０ ２２ ９９ ６３

２６ ０ ４３ ０ １９ ９９ ８１

２７ ０ ２１ ０ ０９ ９９ ９１

２８ ０ １４ ０ ０６ ９９ ９７

２９ ０ ０８ ０ ０３ １００ ００

根据动态因子分析法的计算步骤四至步骤六ꎬ本文测算出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交流潜力的动态变化趋势及静态平均发展现

状(见表 ３)ꎮ 由计算结果可知ꎬ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ꎬ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科技人才

交流潜力均值最高的 ５ 个国家分别为塞尔维亚、拉脱维亚、罗马尼亚、捷克和

斯洛文尼亚ꎬ其均值得分都超过 ０ ２ꎬ表现了与中国较为密切的人才互动关

系ꎮ 文化交流活动的积极开展与对华文化产品输出的不断扩大是这些国家

保持指标得分领先的关键因素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ꎬ上述 ５ 个国家同中国开展文

化互动活动年均达 ２５ 次以上①ꎮ 同期ꎬ中国自上述 ５ 个国家进口文化产品贸

易额之和从 ２２３ ７ 万欧元增至 ９１４ ６ 万欧元ꎬ年均增长率为 ２３ ２４％ ꎬ占中国

—０１１—
① 作者根据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 年«中国外交»、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纲领性文件整理所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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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东欧国家进口文化产品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 ３８ ４４％增至 ４３ ０６％ ꎮ 与

此相对ꎬ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波黑和北马其顿与中国科技人才

交流潜力得分均值依次排在后五位ꎬ有限的经贸互动和技术交流成为这些国

家指数得分偏低的重要原因ꎮ 从指数的动态变化来看ꎬ希腊、匈牙利、斯洛文

尼亚、塞尔维亚和波兰表现相对优异ꎬ９ 年间与中国科技人才交流潜力值增

长幅度都超过 ０ ７ꎮ 究其原因ꎬ主要是这些国家与中国经贸往来ꎬ尤其是服务

贸易的日益密切以及教育互动热度持续提升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ꎬ中国对希腊、
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和波兰知识产权服务出口额之和从 ０ １２ 亿美

元增至 １ １２ 亿美元ꎬ年均增长率达 ４８ ８２％ ꎬ占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知识产权

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从 ５４ ５５％ 升至 ６０ ２２％ ꎻ中国对该 ５ 个国家旅游服

务进口额之和从 ９ ２１ 亿美元增至 ３２ １７ 亿美元ꎬ年均增长率达 １６ ２８％ ꎬ占
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旅游服务进口总额的比重长期围绕 ５０％上下浮动ꎮ 同时ꎬ
该 ５ 个国家中学习中文的学生数量也快速增长ꎬ年均增幅达 ２４ ４８％ ꎬ占中东

欧国家学习中文学生总数的 ５０％左右ꎮ

表 ３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中东欧 １６ 个国家与中国科技人才交流潜力值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阿尔巴尼亚 － ０ ７３ ０ ３０ － ０ ２８ － １ ５０ － １ ５８

波黑 － ０ ０９ － ０ ９７ ０ ２９ － ０ ４１ － ０ ５４

保加利亚 － ０ １１ ０ ３１ － ０ ２３ － １ ２６ － １ ０６

克罗地亚 ０ ４６ ０ ４０ － ０ ７０ ２ １７ － ０ ３６

捷克 ０ ４８ ０ ７０ ０ ３７ １ ８１ － １ １７

爱沙尼亚 － ０ ６４ ０ ２４ ０ ４３ － １ ６３ － １ ４８

希腊 － ０ ０３ － １ ２１ ０ ２８ － ２ １８ ２ ００

匈牙利 ０ １８ － １ １９ ０ ３０ － １ ７０ ２ １４

拉脱维亚 ０ ５６ ０ ２３ － ０ ８０ ２ ９２ ０ ５１

黑山 ０ ６６ － ０ ３５ ０ ４３ ０ ８５ － １ ２１

北马其顿 ０ ２７ ０ １６ ０ ０３ － １ ０１ － ０ ９２

波兰 － ０ １１ － ０ ９２ ０ ３２ １ ０８ － ０ ８８

罗马尼亚 － ０ ５６ ０ ５２ － ０ ２９ ３ ３１ ０ ９２

塞尔维亚 － ０ ６５ ０ ４７ ０ ２２ ２ ８８ ０ ９０

斯洛伐克 － ０ １２ ０ ６１ － ０ ２２ － ２ ６１ １ ２５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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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斯洛文尼亚 ０ ４３ ０ ７０ － ０ １５ － ２ ７１ １ ４６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阿尔巴尼亚 － ０ ６６ － ０ ０７ － ０ ６５ ０ ６２ － １ ０８

波黑 － ０ ０８ － １ ０１ ０ ２９ － ０ ５０ ０ ３４

保加利亚 － ０ ０７ － ０ ０４ － ０ ３３ － ０ ９１ － ０ ３１

克罗地亚 ０ ７１ ０ ３７ － ０ ９０ ０ ３３ － ０ ８３

捷克 ０ ５５ ０ ４８ ０ ６４ － ０ ２３ － １ ２７

爱沙尼亚 － ０ ７２ － ０ １２ － ０ ０３ ０ ６７ － ０ ９１

希腊 － ０ １５ － １ １７ ０ ３３ ０ ０６ １ ５４

匈牙利 ０ ０１ － １ １１ ０ ５４ ０ ７１ １ ６１

拉脱维亚 ０ ９１ ０ ３３ － ０ ８９ ０ ３４ － ０ ２５

黑山 ０ ５５ － ０ ２５ ０ ５８ － ０ ２８ － １ ５８

北马其顿 ０ ３４ － ０ ２８ － ０ ０４ － ０ ８４ ０ ２６

波兰 ０ ２１ － ０ ６７ ０ ６３ ０ ０３ ０ ６０

罗马尼亚 － ０ ８５ ０ ６８ － ０ ３５ ０ １６ － ０ ２１

塞尔维亚 － ０ ８１ ０ ９６ ０ ３２ ０ ４３ ０ １５

斯洛伐克 － ０ １９ ０ ７９ － ０ ２３ － ０ ２５ ０ ４７

斯洛文尼亚 ０ ２４ １ １２ ０ ０９ － ０ ３４ １ ４８

二　 中国引进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的区位选择框架

中国—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交流潜力得分结果直观呈现了不同中东

欧国家与中国科技人才互动的静态差异和动态趋势ꎬ为中国提升对中东欧

国家科技人才引进效率提供了可行的方向指引ꎮ 但是ꎬ合理的引才布局不

仅要考虑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双边合作关系是否密切ꎬ也要基于中东欧国

家自身的科技人才基础和科技创新条件ꎬ鉴于此ꎬ本文通过综合考量中东

欧国家创新能力水平、科创优势资源禀赋以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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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潜力ꎬ进一步构建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引进的区位选择框架ꎬ
以期为重塑中国引才路径、优化引才布局方案、提升引才实效提供合理的

规划保障ꎮ
(一)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能力评估

为了衡量欧洲各国科技创新水平ꎬ欧盟采用欧洲创新记分牌(ＥＩＳ)来监

测、评估、比较欧盟成员国以及欧盟外主要国家的研究与创新绩效ꎬ以此评估

不同国家在研究和创新系统的相对优势和劣势ꎬ因此ꎬ欧洲创新记分牌是研

究欧盟创新能力水平的重要分析指标ꎮ 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２０２１ 年欧

洲创新记分牌»①报告ꎬ自 ２０１４ 年起ꎬ中东欧国家创新水平不断提高ꎬ２０１４
年ꎬ除阿尔巴尼亚不在统计范围之内以外ꎬ中东欧国家创新计分均值为

５８ ４１ꎬ之后 ７ 年保持了连续增长ꎬ２０２１ 年ꎬ这一数值增至 ７０ ５７ꎬ平均创新能

力上升 ２０ ８２％ ꎬ展现了强劲的创新发展活力ꎮ 从国别层面来看ꎬ绝大多数中

东欧国家的创新表现提升明显ꎬ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１ 年ꎬ仅波黑一国出现创新得分下

滑ꎬ而爱沙尼亚、希腊和克罗地亚得分均超 ２０ꎬ表现优异ꎬ成为中东欧创新能

力改善的重要驱动力(见图 １)ꎮ

图 １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１ 年中东欧国家创新记分情况

注:柱状图从左到右年份依次为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１ 年ꎮ
资料来源: Ｈｕｇｏ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ｒｓꎬ Ｎｏｒｄｉｎｅ Ｅｓ － Ｓａｄｋｉ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 ２０２１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Ｊｕｎｅ ２０２１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ｏｃｓｒｏｏｍ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４６０１３

不可否认的是ꎬ中东欧国家整体创新水平与西欧国家相比偏弱ꎬ且处于

快速追赶欧盟平均水平的阶段ꎮ 以 ２０２１ 年为例ꎬ欧盟成员国的创新记分平

均值为 １０４ ７４ꎬ而在中东欧国家中ꎬ仅有爱沙尼亚一国超过该值ꎮ 根据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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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标准ꎬ各国依据创新能力强弱可分为 ４ 个组别:创新引领型、强力创新

型、中等创新型和新兴创新型ꎬ而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仍集中在中等创新型和

新兴创新型行列ꎮ 可见ꎬ聚焦创新能力改善、缩小与西欧国家创新鸿沟仍是

中东欧国家当前的优先事项(见表 ４)ꎮ

表 ４ 中东欧国家创新记分牌分组

组别 国家

强力创新型 爱沙尼亚

中等创新型 斯洛文尼亚 捷克 希腊

新兴创新型

克罗地亚 匈牙利 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

波兰 拉脱维亚 黑山 保加利亚

北马其顿 波黑 罗马尼亚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二)中国引进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的区位选择框架

基于前文对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交流潜力的测算结果以及

中东欧国家自身创新能力的分析ꎬ本文将构建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科技人

才引进的区位选择框架ꎬ并结合具体国别在不同领域的科技发展现状ꎬ
细化引才优势产业ꎬ为中国进一步把握引才机遇提供可借鉴的思路支撑

(见表 ５) ꎮ

表 ５ 中国引进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的区位选择框架

区域定位 国别 区域引才特征 重点引才领域

科技
人才
引进

核心区

匈牙利

希腊

斯洛
文尼亚

科技创新基础良好ꎬ与中
国人才合作潜力巨大ꎬ具
备优越的科技人才引进
条件

汽车及零部件工业、生物制药、电子
设备制造

农业、航运业、能源、环保、信息通信
技术

化学、电子设备制造、机械制造、交通
运输、金属制造

科技
人才
引进

支撑区

波兰

斯洛
伐克

塞尔
维亚

拉脱
维亚

无论在与中国的人才合作
潜力方面ꎬ还是在科技创
新能力方面ꎬ该区域国家
均处于中游水平ꎬ具备较
好的引才基础

汽车、电子设备制造、信息通信技术

汽车、电子设备制造、冶金、机械制
造、数字技术

汽车、信息通信技术

化工、医药、食品加工、创意设计、可
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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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区域定位 国别 区域引才特征 重点引才领域

科技
人才
引进

挖掘区

爱沙尼亚

捷克

克罗地亚

科技创新能力表现亮眼ꎬ
但同中国人才互动热度不
足ꎬ存在极大的引才挖掘
空间

机械制造、金属材料加工、可替代能
源、信息通信技术

汽车、医疗卫生器械制造、电力设备
制造、航空设备制造、环保技术与设
备制造

海洋科技、医药

科技
人才
引进

功能区

波黑

北马其顿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阿尔
巴尼亚

黑山

该区域创新能力偏弱ꎬ与
中国人才互动并不密切ꎬ
但在特定领域存在比较优
势ꎬ或在部分领域具有良
好发展前景ꎬ应成为针对
性填补中国人才缺口、提
升引才效率的功能区域

金属加工、食品加工

土木工程和水利建设、医药、化工

农业、信息通信技术

食品加工、信息通信技术

资源开发

人工智能、生物医学

１ 中东欧科技人才引进核心区

根据前文分析结果ꎬ匈牙利、希腊和斯洛文尼亚在中东欧国家中不仅

拥有领先的科技创新基础ꎬ并且在 ２０１９ 年ꎬ上述三国人才交流潜力指标得

分居中东欧国家前三位ꎬ表现了同中国良好的人才合作前景ꎬ是中国当前

推进中东欧科技引智的重点核心区域ꎬ应着力加大人才探索力度和引才投

入规模ꎮ
在科技人才引进的具体领域方面ꎬ首先ꎬ汽车及零部件工业是匈牙利支

柱产业ꎬ其拥有配套齐全的汽车工业产业链ꎬ科技人才储备也十分充足ꎬ是中

国人才拓展的重点领域ꎮ 制药、生物技术也是匈牙利的优势领域ꎬ在匈政府

的推动下ꎬ匈生物制药产业表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ꎬ创新技术颇具竞争力ꎮ
此外ꎬ匈牙利是中东欧国家中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国ꎬ全球知名电子产品制

造商均在匈设立了生产及研发基地ꎬ而中国华为、中兴等代表性电子制造企

业也先后登陆匈牙利ꎬ为相关领域人才引进开辟了渠道ꎮ
其次ꎬ希腊在设计和实施乡村经济综合发展方面拥有长期经验ꎬ为了加

快促进自身农业转型和改革ꎬ希腊政府近年来大力推进智慧农业发展ꎬ并推

出“国家乡村网络”ꎬ以加强乡村各地区的统一协调和信息共享ꎬ促进乡村科

技创新ꎮ 加大对希腊农业技术人才引进力度ꎬ其先进的农业技术手段和农业

管理经验将有助于加快中国农村发展改革步伐ꎮ 而作为世界航运第一大国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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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拥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且对航运业充满热情的人才作为发展支撑①ꎮ
通过引进希腊航运人才ꎬ中国可将其先进的建设和管理理念融入自身航运发

展ꎬ并为培养更多中国航运本土化人才给予支持ꎮ 同时ꎬ数字与绿色转型是

希腊未来发展的重点ꎬ对相关领域的教育投入力度也会随之增强ꎬ而能源、环
保、通信等领域也将成为中国对希人才引进的重点关注方向ꎮ

最后ꎬ化学、电子设备制造、机械制造、交通运输和金属制造是斯洛文尼

亚的重要支柱产业ꎬ大量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ꎬ加大对上述领域的科技人

才引进有利于中斯形成技术互补效应ꎬ为双方创新协同发展创造更大机遇ꎮ
２ 中东欧科技人才引进支撑区

２０１９ 年ꎬ波兰、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和拉脱维亚四国与中国的人才交流潜

力得分在中东欧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ꎬ且科技创新绩效在 ２０２１ 年也居于中

东欧国家第 ７ ~ １０ 位ꎬ虽然表现并不突出ꎬ但合作意愿相对正面ꎬ且具备一定

的创新能力ꎬ应成为中国从中东欧国家引智的稳定来源ꎮ
在引才领域方面ꎬ首先ꎬ波兰拥有高标准的汽车生产能力ꎬ不仅吸引了全

球知名汽车制造商纷纷入驻ꎬ而且其锂电池制造能力排名欧洲第 ３ 位ꎬ这为

其打造电动汽车全产业链提供了条件ꎬ也为其相关人才培养奠定了产业基

础ꎮ 波兰电子工业同样较为发达ꎬ特别是在显示器制造方面ꎬ拥有全球领先

的工艺优势ꎬ中国同方威视、冠捷电子等企业已布局波兰ꎬ为引才开辟了畅通

渠道ꎮ 波兰还拥有中东欧最大的信息通信市场ꎬ不仅通信基础设施质量达到

西欧水平ꎬ而且专业人才储备丰富ꎬ扩大对波兰信息通信人才的引进有助于

依托其技术和运营管理经验加快中国信息通信产业整体发展步伐ꎮ
其次ꎬ汽车、电子设备制造、冶金和机械制造是斯洛伐克优势产业ꎮ ２０１９

年ꎬ斯汽车工业产值占其 ＧＤＰ 的 １５％ ꎬ在斯经济中拥有极高的战略地位ꎮ 斯

冶金和机械制造业也有着悠久发展史ꎬ拥有行业领先的技术水准ꎮ 同样ꎬ电
子工业是斯洛伐克重要的产业之一ꎬ三星、富士康、索尼纷纷在斯落户ꎬ不仅

为其带来了丰厚的资金支持ꎬ也促进了斯自身技术的进步ꎬ以产业为引领ꎬ为
相关科技人才成长提供了良好空间ꎮ 此外ꎬ斯洛伐克政府近年制定了一系列

数字发展战略与行动计划ꎬ为数字领域发展营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ꎬ也为数

字科技人才的汇聚和培养提供了契机ꎮ
再次ꎬ汽车工业是塞尔维亚重点支柱产业ꎬ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ꎬ超过 ６０ 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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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企业在塞投资汽车组装、零配件生产等ꎬ占塞吸引外资总量的 １０％ ꎬ培养了

大量相关技术人才ꎮ 同时ꎬ塞尔维亚信息通信产业比较优势明显ꎬ其国内信

息通信技术企业达 １ ６００ 余家ꎬ从业人员超 ４ ５ 万人ꎮ 庞大的工程师和技术

人员队伍成为塞信息通信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ꎬ其相对低廉的人才成本也

为中国引才提供了有利条件ꎮ
最后ꎬ拉脱维亚在化工、医药、食品加工和创意设计等领域发展较为成

熟ꎬ拥有里加油漆涂料工厂、格罗玻璃公司、格林戴克斯制药集团、富友联合

食品公司等行业龙头企业ꎬ加大对以上行业引才力度将有利于带动中国相关

行业的业务升级ꎮ 同时ꎬ拉脱维亚绿色能源领域具有领先的技术优势ꎮ 作为

可再生能源消耗量最大的国家之一ꎬ拉脱维亚不断加大生物质和生物燃料的研

发力度ꎬ自然资源利用能力不断提高ꎬ这与中国未来的绿色发展路径相契合ꎬ而
拉脱维亚相关科技人才的引进也有助于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科技水平的提升ꎮ

３ 中东欧科技人才引进挖掘区

２０１９ 年ꎬ爱沙尼亚、捷克和克罗地亚三国在中国—中东欧人才交流潜力得

分方面排名相对靠后ꎬ且存在不同程度的潜力下滑ꎬ人才互动热度相对不足ꎬ但
该三国科技创新能力在中东欧国家中却表现亮眼ꎬ２０２１ 年ꎬ其科技创新绩效分

列中东欧国家第一、三、五位ꎬ拥有良好的创新环境和人才培养基础ꎮ 鉴于三国

突出的科技人才资源禀赋条件ꎬ中国应聚焦其优势领域ꎬ重点挖掘引才潜力ꎬ纾
解引才障碍ꎬ从而使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科技引才成效得到进一步提升ꎮ

首先ꎬ在重点引才领域上ꎬ爱沙尼亚制造业实力出众ꎬ特别是在机械制

造、金属材料加工领域有着传统的生产优势ꎮ 同时ꎬ作为新兴可替代能源产

业发展的“领跑者”ꎬ爱沙尼亚在油页岩储备、能源加工及利用方面也具备丰

富的技术创新经验ꎬ在绿色战略规划的推动下ꎬ爱沙尼亚可替代能源发展活力

充沛ꎬ这为中爱可替代能源科技人才协同联动提供了契机ꎮ 此外ꎬ爱沙尼亚信

息通信技术享誉全球ꎬ其在欧盟委员会 ２０２０ 年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排名中高

居榜首ꎬ其相关领域科技人才将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有力补充ꎮ
其次ꎬ捷克是传统工业国家ꎬ工业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ꎬ特别是在

汽车、医疗卫生器械、电力设备、航空设备、环保技术与设备等一系列领域均具

有独特优势ꎬ与中国的产业发展需求形成了鲜明互补ꎬ是中国开拓科技人才引

进的理想之地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捷克政府批准«国家复苏计划»ꎬ预计投资 ２ ０００
亿克朗(约合 ９３ 亿美元)ꎬ用于包括基础设施和绿色转型、教育和劳动力市场、
数字化转型、医疗保健、研究与开发、商业监管和支持等领域ꎮ 在政策的支持

下ꎬ捷克将培养更多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和更具创新能力的研发人员ꎬ从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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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捷打造以创新链为依托的人才链提供更大运作空间ꎮ
最后ꎬ克罗地亚造船业有着数百年的历史ꎬ制造工艺技术精湛ꎬ并且在医药

工业也拥有较强的开发和生产能力ꎬ每年生产各类医药产品达 １ ７００ 多吨ꎬ９０％
以上出口海外ꎮ 当前ꎬ克罗地亚以其经济发展战略为总体发展规划ꎬ大力推进

包括智能专门化战略、创新战略、个人潜能发展战略等在内的 ７ 项单项战略ꎬ凸
显其对于科技创新发展的强烈意愿和提升科技人才培养力度的积极姿态ꎬ而强

化与克创新对接、扩大对其优势领域人才挖掘应成为中国用好“外脑”的着力点ꎮ
４ 中东欧科技人才引进功能区

作为欧洲的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代表ꎬ巴尔干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偏

弱ꎬ且创新能力相比其他中东欧国家存在一定差距ꎮ 综合中国—中东欧人才

合作潜力指数测算和中东欧创新绩效得分情况ꎬ包括波黑、北马其顿、罗马尼

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黑山在内的 ６ 个巴尔干国家基本处于创新能力

的积聚期和紧随西欧发达国家的追赶期ꎬ且与中国的人才互动并不密切ꎬ难
以有效激发中国的引才需求ꎮ

但不可否认ꎬ虽然上述国家并不具备显著的创新优势ꎬ但其在特定领域的比

较优势以及更具性价比的人才供给仍值得中国加以探寻ꎬ从而将其打造成为针对

性填补中国人才缺口、提升引才效率的功能性区域ꎮ 例如ꎬ在信息通信技术方面ꎬ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就有一定的人才培养优势ꎬ其相关技术人才也遍布美欧发达

国家企业ꎬ挖掘该领域引才潜力对于提升中国人才供给效率具有积极意义ꎮ 又如

在土木工程和水利建设方面ꎬ北马其顿有着业界公认的现代技术和人才储备ꎬ这
也使北马其顿成为中东欧、中东和俄罗斯项目建设的主要人才供应国ꎮ 此外ꎬ巴
尔干国家在农业、金属加工、食品加工等领域均有各自优势ꎬ通过精准化人才引

进ꎬ将为中国相关领域技术水平提升和创新体系完善提供有益补充ꎮ

三　 中国引进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面临的阻力因素

(一)外部环境因素

１ 敏感的地缘政治关系给引进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带来了不确定性

中东欧地区长期以来都是域外大国博弈的焦点ꎮ 自 ２０１２ 年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立以来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互动日益密切ꎬ使得域外

大国神经紧张ꎬ并在对抗思维的驱使下纷纷展开行动以限制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发展合作ꎮ 例如ꎬ美国以信息安全为由胁迫中东欧国家选边站队ꎬ陆
续提出“清洁网络”和“蓝点网络”计划等ꎬ并企图构建“联欧抗中”的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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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阵线ꎬ挑拨中东欧国家的反华情绪上升ꎮ 欧盟不但公开反对中国同中

东欧国家关系“长期化”与“机制化”的提法ꎬ而且还加紧对中东欧国家在

公共债务率和财政赤字率方面的约束ꎬ间接地拖慢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深化的步伐①ꎮ 面对域外大国的负面渲染ꎬ围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科

技人才对接也更趋敏感ꎬ而大国政治的对抗不仅显著阻碍了人才流动渠

道ꎬ也给中东欧科技人才本身造成压力ꎬ影响其赴华就业的合理选择ꎮ
２ 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增大了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科技引才的复杂度

首先ꎬ中东欧国家悬殊的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影响着中国对不同国家人

才潜力的挖掘水平ꎮ 那些经济体量大、人口多、市场需求充分的国家ꎬ大多与

中国开展或计划开展更多规模大、影响力广、成效显著的合作项目ꎬ而经济体

量小、人口少以及市场需求不高的中东欧小国ꎬ则通常面临合作项目少、规模

小、影响力低的窘境②ꎮ 如黑山、北马其顿等中小国家ꎬ限于自身的市场经济规

模ꎬ缺乏同中国开展大规模经贸合作的基础条件ꎬ虽然对深化中国—中东欧国家

合作机制持欢迎态度ꎬ但具体项目落实却出现了合作“真空”ꎬ不仅不利于现有机

制能效的有效释放ꎬ而且人才流动热度也因此相对偏低ꎬ抑制了中国引才空间的

拓展ꎮ 其次ꎬ集团身份的异质性也影响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对华合作意愿ꎮ 中东

欧国家分属于不同的组织集团ꎬ而集团身份的异质性造成中东欧国家人才政策的

差异ꎮ 如欧盟成员国人员流动障碍低ꎬ且西欧对中东欧成员国有着大量的产业转

移ꎬ对“欧盟身份”的认同使得西欧成为部分中东欧欧盟成员国科技人才流向的首

选ꎮ 集团归属性差异使得中东欧地区内聚性偏弱ꎬ而更大的政策协调难度也给中

国引才带来更为复杂的局面ꎬ造成科技人才引进出现区域或国别性失衡ꎮ 最后ꎬ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ꎬ在加大双方交流沟通的同时ꎬ
也极易在合作中引发矛盾和误解ꎬ给中国引才实效带来负面影响ꎮ

３ 公共突发事件的频频发生使中国对中东欧的科技人才引进再添新堵

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影响已传导至各个社会部门ꎬ给全球人才流动造成

明显冲击ꎮ 自疫情暴发以来ꎬ中东欧国家防控之路就难言乐观ꎬ而疫情也进

一步激化了地缘政治矛盾ꎬ使中东欧地区逆全球化势力有所抬头ꎬ与中国产

业链、供应链“脱钩论”“转移论”在部分中东欧国家甚嚣尘上ꎬ排华情绪有所

上升ꎮ 产业链的收缩加剧了中东欧国家人才的回流进程ꎬ而抹黑中国也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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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东欧政客转嫁国内矛盾的重要工具ꎬ在恶意诋毁之下ꎬ中国形象在中

东欧面临新的危机ꎮ 同时ꎬ疫情阴霾尚未散去ꎬ乌克兰危机升级又使中东欧

地缘政治局势再度恶化ꎬ中国科技人才引进受到牵连ꎮ
(二)内部制度因素

１ 引进中东欧国家人才的管理体系尚不完善

首先ꎬ在人才引进工作中ꎬ外交、公安、教育等多个部门拥有部分管理职

能ꎬ由于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ꎬ导致工作权限碎片化问题严重ꎬ加之中东欧国

家规模普遍偏小ꎬ因此在相关工作落实时ꎬ错位或缺位情况时有发生ꎬ无形中

增加了中国引进中东欧国家人才的成本和难度ꎮ 同时ꎬ政府职能部门和市场

用人主体存在对接障碍ꎬ过度的行政介入造成对中东欧国家引才资源投入不

足ꎬ影响了市场主体在中东欧国家招聘的动力和积极性ꎮ 其次ꎬ中国针对国

外人才引进的法律相对分散ꎬ造成在实际引才过程中法律依据不足、法制保

障不够ꎬ法律漏洞时有暴露ꎮ 特别在地方层面ꎬ由于热衷于轰动效应和短期

政绩ꎬ盲目攀比引才来源和资助力度ꎬ缺乏实用性与性价比的考量ꎬ因而对中

东欧国家人才的关注度偏低ꎬ且重引进、轻服务、难管理问题显著ꎬ既造成公

共资源的浪费ꎬ又间接影响了中国对中东欧科技人才的吸引力①ꎮ 最后ꎬ由
于人才的聚集和效果的释放需要优质的创新和制度环境作为支撑ꎬ只有将

引才规划嵌入国家创新系统才能有效发挥人才潜力以促进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②ꎮ 由于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引进政策缺乏实施细则ꎬ更缺少从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角度的综合规划和设计ꎬ使得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引进

尚无法有效匹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ꎮ
２ 机制性障碍阻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人才接轨

在绿卡制度方面ꎬ中国绿卡审批有较高门槛ꎬ虽然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北京、
上海等地酌情放宽了绿卡申请条件ꎬ带动了持卡人数的上升ꎬ但相比庞大的

外籍人口规模ꎬ发放比例ꎬ特别是对于中东欧国家人才来说ꎬ持中国绿卡人数

依然极少ꎮ 一方面ꎬ可申请外籍人员在华永久居留的工作单位范围较窄ꎬ中
小型企业、私有企业等可能是对中东欧人才引进意愿更强的需求方ꎬ但并不

在申请范围之内ꎬ从而限制了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在中国的合理布局及其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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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释放ꎻ另一方面ꎬ如放开申请范围ꎬ门槛的降低有可能带来低技能移民

过度涌入ꎮ 可见ꎬ完善优化绿卡制度设计ꎬ加快构建客观、量化且透明的人才

评估标准ꎬ是打通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通道的关键着力点ꎮ
在签证制度方面ꎬ中国现行的担保型工作签证是以雇主担保为重点ꎬ并

且严格限制了持工作签证外国人随行家属的就业权ꎬ对于非常重视家庭关系

质量的中东欧国家人才来说ꎬ这一限制将削弱其来华工作的积极性和在华工

作的稳定性ꎮ 同时ꎬ虽然中国在 ２０１２ 年将“人才引进”类别加入«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的普通签证签发事由之中ꎬ但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申请

与发放不透明、人才评估程序复杂、未与永久居留有效衔接等问题ꎬ使得政策

优化效果无法充分发挥ꎮ
３ 目标存在盲目性ꎬ对中东欧国家人才引进效果大打折扣

首先ꎬ中国海外人才引进主要依靠政府力量ꎬ而仅通过建立人才平台、组
织参加海外招聘会等传统方式ꎬ不但难以高效、准确对接用人单位的人才专

业需求ꎬ而且容易忽视对部分中东欧国家的覆盖ꎬ造成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

引进效果不尽如人意ꎮ 同时ꎬ用人单位通常也缺乏对中东欧引才的专业化经

验ꎬ对拟引人才的情况大多只有通过表格、文字的粗略了解ꎬ对其实际教育背

景、职业经历等缺乏合理的经验性判断ꎬ为用才环节埋下了隐患ꎮ 其次ꎬ部分

国内企业、机构等将人才引进视为目的而非手段ꎬ一味强调人才引进的规模、
层次ꎬ将是否国际名校、大机构、大企业等人事履历作为衡量人才质量的硬指

标ꎬ忽视了对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综合素质、发展潜力的考察ꎬ使得中东欧国

家成为引才盲点ꎮ 再次ꎬ国内对于引进外国科技人才存在一定的无序竞争情

况ꎬ为了盲目攀高ꎬ不计成本地抢夺和互挖人才ꎮ 由于当前中国的外智存量仍

以发达国家为主ꎬ存量内的恶性竞争不仅无法提高对中东欧国家人才的权重分

配ꎬ而且加剧了公共资源的浪费ꎬ背离了“以用为本”的引才理念ꎮ 最后ꎬ中国与

中东欧国家已开展科技合作的机构主要集中于双方实力相对突出的高校或科

研院所ꎬ对接覆盖面有限ꎮ 前期合作基础分布不均ꎬ合作资源固化ꎬ限制了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科技互补优势的进一步融合ꎬ制约了人才交流活力的释放ꎮ

四　 政策建议

(一)统筹各方关系ꎬ减少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对华负面印象

部分美西方国家对中国打压力度增强不仅加大了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

赴华阻力ꎬ也影响了中国在其心中的地位和形象ꎬ给中国的引才效率带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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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负面干扰ꎮ 首先ꎬ面对美西方大国的恶意打压ꎬ中国应坚决回击ꎬ在努力

化解中东欧国家对华疑虑的同时ꎬ主动寻求与欧洲国家的利益交汇点ꎬ以此

弱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合作的地缘政治压力ꎮ 其次ꎬ中国应进一步

强化在中东欧国家的宣传力度ꎬ深入挖掘与中东欧国家利益的“最大公约

数”ꎬ以标志性合作项目为示范ꎬ重塑中东欧国家对华合作预期ꎬ为进一步发

挥中东欧国家人才支点作用筑牢互信之基ꎮ 最后ꎬ对于少数中东欧国家反华

甚至是“退群”论调ꎬ中国应展现达观态度ꎬ在理性分析其行为背后目的和动

机的基础上ꎬ优先选择政治、外交、舆论等手段予以回应ꎬ既要维护中国的威

信和地位ꎬ又要避免打击面过大ꎬ伤害双边关系ꎬ进而影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科技人才合作的热情ꎮ
(二)强化精准性引导ꎬ夯实引才社会根基

客观的市场发展差异使中东欧各国拥有不同的技术禀赋优势和迥异的

人才合作诉求ꎮ 当前ꎬ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主要是基于“一国对多边”
的对接模式ꎬ虽然沟通成本相对较低ꎬ但弱化了不同国家间的发展特点ꎬ影响

了中国与各国人才对接“契合度”ꎮ 鉴于此ꎬ首先ꎬ中国应在巩固现有机制模

式的基础上探索双边和多边合作并进的人才引进模式ꎬ既要注重发挥“以面

促点”的叠加效应ꎬ也要注重发挥“以点带面”的辐射效应ꎬ可参考上文搭建

的科技人才区位选择框架ꎬ开展双边、三边或小多边人才合作ꎬ以更具精准性

的人才支持政策ꎬ全面激发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向东”热情ꎮ 其次ꎬ中东欧

国家经济规模相对较小ꎬ科技优势领域相对单一ꎬ与中国地方政府开展人才

合作往往更具契合性ꎮ 中国应通过 “中央搭台、地方唱戏”的方式激发地方

的自主合作意愿ꎬ促进其立足本地需求和中东欧国家人才特色设计更符合实

际情况的地方引才政策ꎬ加速释放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互补优势ꎮ 最

后ꎬ中国应推进与中东欧国家在各领域、各层级的人文交流ꎬ将“亲诚惠容、互
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切实传递给中东欧民众ꎬ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构建更加

紧密的人才联动关系提供坚实的人文契机ꎮ
(三)打通产业链梗阻ꎬ打造中国—中东欧人才创新共同体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乌克兰危机升级削弱了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要素流

动的通达性ꎮ 为了有效增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产业链、人才链的稳定性和安

全性ꎬ中国应全力保障对中东欧国家的运力供给能力ꎬ在加快海运、空运渠道

疏通与开拓的同时ꎬ充分发挥中欧班列的战略通道作用ꎮ 特别在当前乌克兰

危机给中欧班列造成颠覆性影响的情况下ꎬ中国应积极与中东欧国家探讨中

欧班列绕俄路线ꎬ坚持维护中欧班列定位、角色、属性不动摇ꎬ通过打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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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梗阻ꎬ以更加畅通的要素流动渠道提升中国与中东欧产业链韧性ꎬ并为

提高双方人才链强度创造必要条件①ꎮ 同时ꎬ面对全球局势的持续动荡ꎬ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应围绕原材料、能源短缺、进口与替代转型压力等共同利

益关切开展积极磋商ꎬ不断释放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以协同求生存、以合力

应风险的合作理念ꎬ进而为打造中国—中东欧人才创新共同体注入动力和

信心ꎮ
(四)完善引进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的管理体系ꎬ强化引才政策支撑

面对当前人才引进工作权限碎片化问题ꎬ中国应加快建立具有权威性

的统筹协调机构ꎬ围绕中东欧人才引进工作阻力因素开展协同应对ꎬ以更

加清晰的权责分配提升引才政策兼容性ꎮ 同时ꎬ应加快外国人才引进的法

律体系建设ꎬ将引才的政治功能置于现代法治框架内ꎬ既要给予引才工作

自主化空间ꎬ又要引导并保障引才资源向中东欧国家合理配置ꎬ从而为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供需的高效对接提供更加完备的法律支持ꎮ 此

外ꎬ应加快制定面向中东欧科技人才系统、全面的引才战略规划ꎬ以人才专

业领域需求为依据ꎬ进一步明确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引进的条件、
思路、方向、目标以及着力点ꎮ 在此基础上ꎬ地方政府也应依照国家的总体

战略布局和规划要求ꎬ结合中东欧科技人才特点和自身具体情况ꎬ制定更

具精准性的引才保障政策ꎬ与国家规划形成合力ꎬ为中国创新发展汇聚更

多中东欧智慧和力量ꎮ
(五)优化引才制度设计ꎬ提升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引、留、用软环境

一方面ꎬ中国应充分借鉴全球科技强国对科技人才移民制度的实践和

经验ꎬ结合自身引才新需求、新趋势ꎬ适当降低对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引进

门槛ꎬ在扩大用人主体申请范围和裁量权重的基础上ꎬ充分考虑中东欧国

家国情文化的特点与差异ꎬ有针对性地提升对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移民权

利和义务的维护ꎬ为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来华工作提供更加友好的移民制

度环境ꎮ 为避免因引才门槛降低带来的低技能移民涌入风险ꎬ中国应尽快

制定具有领域特色的人才评价体系标准ꎬ积极推进同行评议制度建设ꎬ使
人才评价过程既透明公开ꎬ又不失灵活ꎬ使国家需要、市场认可的中东欧国

家科技人才能够顺利来华就业和居留ꎮ 另一方面ꎬ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不

断提升ꎬ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对中国的认可度以及长期留任中国的意愿逐

步上升ꎮ 鉴于此ꎬ中国应完善人才工作居留向永久居留的转换机制ꎬ对于

—３２１—
① 韩萌:«新冠疫情下的中欧贸易变局与纾困措施»ꎬ«理论学刊»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ꎮ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在中国有过工作经历且愿意继续留在中国工作的中东欧科技人才ꎬ适当给

予其永久居留的申请倾斜ꎮ 同时ꎬ通过引入市场化的评价机制、配额制、积
分评估制、社会信用评价制等多元化体系ꎬ为中东欧科技人才在华工作居

留转向永久居留提供客观可量化的判断依据ꎬ对增加中东欧高质量人才黏

性给予更多便捷和机会ꎮ
(六)推动引才平台建设ꎬ提高对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搜募能力

首先ꎬ为了以市场为导向ꎬ引导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不断向中国产业链

聚集ꎬ中国应重视“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ꎮ 一方面ꎬ鼓励企业在中东欧

国家设立创新中心ꎬ逐步实现从创新的当地孵化到引进孵化ꎬ再到产业落地

孵化ꎬ通过产业链向内延伸ꎬ引导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资源加速流入ꎮ 另一

方面ꎬ产业集聚会带动人力资源的空间集中①ꎬ而经济的外部性也会催发更

大的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ꎬ从而对人才募集产生积极影响ꎮ 鉴于此ꎬ中
国应加快培育一批创新能力突出的中东欧产业集聚区、产业基地以及创业园

区等ꎬ以营造良好的政策配套与创新发展环境ꎬ吸引中东欧企业落户ꎬ从而带

动科技人才资源汇集②ꎮ 其次ꎬ为了促进中东欧科技人才信息的流动与共

享ꎬ中国应加快推进中东欧人才数据平台建设ꎬ在全方位提升中国用人主体

人才搜募与对接沟通效率的同时ꎬ为人才引进信息发布提供推广渠道ꎬ从而

打通人才供需信息壁垒③ꎮ 再次ꎬ中国既要借助国际中介机构的力量ꎬ又应

加大对本土猎头行业的扶持ꎬ依托相关机构在中东欧国家人脉网络、人才搜

募手段等方面的优势ꎬ为提升对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引进效果提供专业化支

持ꎮ 中国政府也应积极搭台ꎬ引导国内机构加大对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的关

注ꎬ扩展完善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信息覆盖范围ꎬ提升其对中东欧国家科技

人才的鉴别能力ꎬ避免因国别经验不足而造成的引才投入失衡ꎮ 最后ꎬ加快

完善中国—中东欧科研合作网络建设ꎬ在进一步加深相互了解的基础上ꎬ加
大引导性科研政策倾斜ꎬ以此激发双方更强的科技合作意愿ꎬ为提升中国对

中东欧国家引才的广度和深度创造更多机会和空间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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