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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当年中国的“留学第一人”容闳曾如
此表达自己留学的目的。
中国留学大潮自清代官派“留学幼童”以来，先后涌现出从孙中山、黄兴到陈独秀、李大钊再到周恩
来、邓小平等数代杰出人物，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
新中国建立之后，与过去留学生回国后主要从事“拯救中国”的事业相比，大多数留学生步入了经济
、科技、文化、教育领域，从事“建设中国”的事业。
因此，在江泽民等前国家领导人之外，海归当中还涌现出了钱学森、邓稼先等著名科学家。
随着时间步入2l世纪，改革开放持续数十年，市场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确立主体地位，大批留学
生又投身市场经济掀起了“创业中国”的大潮。
如今，留学与海归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社会中一个日趋重要的现象，涉及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影响着千家万户。
留学与海归还是一个新的社会科学现象和新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在中国与全球化发展不断深入的时
代，特别值得我们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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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2009）》是专门研究中国留学人才发展的第一部蓝皮书，是国内外众多研
究中国留学人才问题的学者、专家，以及在出国留学管理和服务岗位上长期关注这一问题的工作人员
合作的结晶。
　　本书编写人员既有“海归”和在外留学人员，也有不具留学经历的本土学者，他们对中国留学人
才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既有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审视，也有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考察，构成了一个具有相
对合理知识结构的团队。
　　本书既有宏观概述，也有个案分析；既有基于社会调查进行的实证研究，也有对档案资料的发掘
和梳理；既有具体工作实践中的认知积累和理论总结，也有学术研究的批判反思和观点提炼。
　　本书最后的《出国留学60年大事概览（1949～2009）》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准确、最完整的一
份对于新中国出国留学活动60年重大事件的史料记录，对于研究中国当代留学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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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002年9月，为了加大我国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的力度，教育部又制订实施了“西部地区人才培养
特别项目”。
2002年11月，为了支持自费留学，教育部报请国务院批准，不再对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自费出国人员
收取高等教育培养费。
2003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在财政部的支持下，对85个国家的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标准做了大幅度的提
高。
2003年10月，教育部设立了“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该奖学金首先在美国、日本、英国、法
国、德国等5个国家进行试点，试点阶段奖励名额为100人，试点资助的主要对象为在学年龄为40岁以
下，正攻读博士学位的自费出国留学生，他们每人获得5 000美元的资助，由国家资助自费出国留学在
中国留学史上还是首次。
2004年奖励100人，其后每年的资助名额都有所增加。
截至2008年年底总共资助约1 400余人，且资助范围也已逐渐扩展到在32个国家的自费留学生。
2003年，“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立以来，重申、整理或制定了引进海外高层次留
学人才的多个文件，为留学回国人员入出境及居留、税收、融资、创业等方面提供了便利；要求各相
关部门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吸引留学人员及留学人员团体通过各种适当形式参与祖国
建设。
200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每年选派5 000名研究生出国攻读
博士学位或联合培养博士。
当年国家公派选派规模首次突破1万人；派出人员的整体素质也有明显提高。
为有效管理在外留学人员并为他们提供良好服务，教育部迄今已在38个国家驻外使（领）馆设立了55
个教育处（组）。
各教育处（组）指导成立了中国留学人员联谊组织2 000多个，以及300多个在外中国学者专业学术团
体。
为加强与在外留.学人员的联系和沟通，1987年，教育部创办了《神州学人》杂志，1995年增设《神州
学人》电子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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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2009）》是2009年在建国60周年之际我们推出的一本全面分析、总结和研
究中国留学人才的著作。
新中国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留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中国目前已经成为
全世界最大的留学人员输出国。
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提出的恢复高考和派遣留学生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象征性标志。
当今中国的留学人员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他们发挥的作用已经在海内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对于中国留学人才这个日益增长的庞大的群体，对于中国留学人才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我们
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还有很多新的东西需要我们去研究、发现和总结。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2009）》是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组织国内外专家和学者集中对中国留学
人员群体现象研究的很好的一个尝试。
这本书能顺利完成，要十分感谢应邀参与本书工作的各位专家和学者，他们认真的工作和专业的研究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也特别要感谢苗丹国先生和程希女士为本书的编辑付出了辛勤地努力。
没有他们的热心工作，本书不可能如此顺利。
此外，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陶庆华、袁安妮和邓宗南也为本书的编辑出版提供了积极的帮助。
在此，我还想感谢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和韩启德会长对我们编辑本书工作的支持，感谢
其他许多有关部门和人员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这些机构包括中组部、统战部、教育部、
科技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侨办和无锡人事局等单位。
他们为本书的顺利出版提供了很多帮助与支持。
我也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孙立哲先生、周中华先生、张渝涓女士和其他有关人员对本书
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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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2009)》：新中国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留学事业取
得了巨大的发展。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世界产生留学人员最多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诞生了160多万留学人员，遍布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2009)》是在建国60周年之际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推出的第一本全面分
析、总结和研究60年来中国留学人才的著作。
中国的留学人员已经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发挥的作用已经在海内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于中国留学人才这个日益增长的庞大的群体，对于中国留学人才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中国留学
人才发展报告(2009)》向读者系统展示了1949年以来中国留学事业的发展状况。
详细阐述了中国人申请留学、在外留学、留学回国、回国创业、为国服务，海外发展和留学人才政策
环境等领域发生的变革，并对今后中国留学人才事业的发展和前景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建议，对留学
与发展具有丰富的实用性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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