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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的流动规模越来越大，频次越来越高，而且越是处于科
技人力资源的高端人才流动的可能性也越大。
中国科协最新发布的《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从我国出国留学和学成归国人数的比
较来看，人才流出量明显大于流入量，人才流失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由中国科协完成的《中国科技
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是我国第一部科技人力资源领域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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