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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的人才外流及其应对策略 
 

陈 建 民 

 

据专家估计，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中

国家每年有 10 万名高级技术人才交流到西方发达

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和科学家中，来自发

展中国家的人员所占的比率分别为：英国 7%，美

国 10%，澳大利亚 40%，加拿大 50%。近年来，阿

拉伯青年学者、科学家大量流向西方发达国家的现

象，已引起许多阿拉伯国家有关方面的重视与关

注。 
许多阿拉伯的青年在国内或在国外完成高等

教育后，不仅没有用其所学专业知识或专业为国家

服务，相反却大量外流至西方各国。一部分受政府

派遣出国学习的人员，学成后不归国，转成自费生

继续就读，致使阿拉伯国家无法利用这些宝贵人才

为其民族振兴服务。目前，阿拉伯国家要求留住青

年学者和青年科学家，避免他们流向西方国家的呼

声日趋高涨，同时呼吁外流并已定居他国的阿拉伯

科学家回归自己的祖国。 
统计资料表明，那些大量接受阿拉伯移民的国

家都对进入其国家的外国移民所掌握的技能进行

筛选。它们通常只欢迎本国严重缺乏的具备某些特

许技能与专长的人员前去定居。比如：工程师、医

生、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家、女护士等，而将那些

不具备其所需技能的外国移民统统拒之门外。早在

20 世纪初，一些阿拉伯作家或自愿或被迫流亡国

外，近些年来从阿拉伯国家流向西方的，则往往是

一些尖端学科的顶级人才。这严重地影响了阿拉伯

国家的民族振兴事业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阻碍了

阿拉伯国家的科技进步，使得阿拉伯社会的科技水

平长期处于一个不成熟期。 
高级人才外流的现象迫使阿拉伯国家的政府

派遣更多留学人员出国深造，或者直接从国外高薪

聘请专家，技术人员，以弥补本国科学家外流造成

的空缺。 
造成阿拉伯国家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大概可

归纳如下： 
一、政治原因 

众所周知，从政治角度而言，阿拉伯国家并不

非常稳定。在历史上，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曾处于

被占领的状态，只是在二战后才相继获得独立。许

多阿拉伯国家又都曾遭遇过战争。战争往往破坏了

科学家适宜的工作环境。于是，科学家们要么选择

放弃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要么选择离开祖国移民到

远离战火，享有相对政治安定的国家，继续从事自

己的专业研究。 
二、经济原因 

阿拉伯国家人才外流，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因

素有关。全世界具有实力的人才，普遍都是从不发

达国家或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流向在知识经济社

会里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全球化时代，整个世界在

工业、经济、政治利益方面的关系日趋紧密，高级

人才往往从资源匮乏国家流向享有丰富资源的国

家，从穷国流向富国，从不能提供温饱、体面生活

的国家流往尊重知识，关心人的物质、精神生活的

国家。 
三、社会原因 

相当一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外流人才，都是在政

府派遣他们前去留学的国家中定居下来的。这是基

于下面一些原因：其一，这些被阿拉伯国家政府派

出国留学的人员大都较年轻，他们的年龄通常在

20～30 岁之间；其二，他们为了获取学位在西方发

达国家停留的时间较长，还有一部分被派出国留学

人员已经娶了外国女子为妻，在国外成家立业，不

能随便抛弃自己的家庭。其三，一些阿拉伯学者，

科学家与他们的外国同行们建立了友谊和种种社

会联系。 
四、教育原因 

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学习的自由度较大。

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学科的自由度较大，这就为学

生们提供了大量的选择余地。学生可以自由改变所

学专业，并可围绕专业选择不同种类的大学课程，

以便拓宽自己的知识结构与基础。此外，西方国家

的图书馆能提供种种便捷的服务，其数百万册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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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为学生们提供方便和帮助。美国的研究生能从

各个图书馆寻找到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大学教授们

都无法获得的资料。 
五、学术原因 

美国的科研经费庞大，达数亿美元之多。这也

是吸引发展中国家甚至欧洲各国成千上万名科学

家前往美国的重要原因。美国政府深知，对科研进

行投资会获取巨大的直接回报，因此就不断增加科

研经费投入。美国因此在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两方

面，都取得了别的国家无法与之相比的飞速进步。

然而，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政府科研经费却少得可

怜，这无疑导致了阿拉伯高级人才流向西方国家。 
许多阿拉伯国家因人才外流而在科技进步与

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蒙受了损失，作为外流人才接

受国的欧美发达国家，却从中获取了许多好处。它

们无须在人才培养方面付出大量时间与金钱的投

入，却能满足自身对各个专业学科的科学家、研究

人员、技术员和专家的需要。这些吸纳外来人才的

国家，能以较低廉的工资得到最优秀的科学家，从

而降低了其产品的开发成本。外流人才不仅使西方

发达国家保住了它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而

且还让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占据了垄断地

位。 
在现代世界，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政府如

果不努力支持科研及科研机构的生存与发展，不改

变它们目前这种与科学家们的交往方式，阿拉伯人

才外流的现象将会日趋严重。据资料显示，美国每

年政府预算的 2.69%用于科研经费。日本的科研经

费占政府预算的 2.65%；德国为 2.54%；英国为

2.3%；法国为 2.25%。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科研开

支占其政府预算的 3.2%，而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

家的政府科研经费，则大都小于其政府预算的 1%。 
面对人才外流尤其是高级人才外流日趋严重

的状况，阿拉伯国家的许多有识之士纷纷献计献

策，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及策略。他们认为，为了

能将阿拉伯科学家留在阿拉伯国内，应该进行以下

三方面的努力： 
一、创造一种自由的具有激励机制的科研氛

围，以促使科学家留在自己的国家里为祖国服务。

为此，应做到以下几点： 

1.向科学家们提供足够的物质收入，为他们设

立物质及精神的奖励，以保障他们的科研努力。同

时，努力在本国同行之间、本国专家和外国专家之

间实现一视同仁的平等原则。 
2.取消科学家们在阿拉伯祖国内为学术目的的

旅行限制，重要岗位优先聘用阿拉伯专家而非外国

专家。 
3.为愿意出国留学、访问、参加短训班的阿拉

伯科学家提供相关机会，并允许他们与公司、研究

机构、外国的大学签约。这一方面能提高阿拉伯科

学家的科研水准，另一方面，又能使他们了解在阿

拉伯环境以外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4.通过经常邀请海外学子回国访问和向他们提

供反映祖国发展变化情况的相关资讯的方式，努力

在海外学子与祖国之间架起持续沟通的桥梁。 
5.经常召开各个专业学科海外阿拉伯科学家研

讨会，以研究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 
二、为减少阿拉伯科学家的外流而开展国际合

作。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应在各个国际场合，加强减

少人才外流现象的宣传力度。为此，阿拉伯国家可

采取下述方法： 
1.努力依据国际的或双边协议，开展科学家的

正常国际交流活动。 
2.要求接收阿拉伯国家留学生的西方发达国

家，为阿拉伯学生提供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相关

的研究课题，而不仅仅是向他们提供为发达国家的

经济发展服务的研究课题。 
3.阿拉伯国家应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一

项由其成员国签署的倡议，使所有成员国承诺除非

征得科学家所在国之同意，否则，不接受以移民定

居为目的的外国科学家。 
三、阿拉伯的科学经济一体化不应再是一种远

大的理想，而应该是时代的必然。实现科学经济一

体化，是处理各种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最理想的方

式。如果阿拉伯国家实现团结、实现科学经济一体

化，阿拉伯的科学家、高智力人才和各种专门人才

必定会留在自己的祖国效力。阿拉伯祖国也会为他

们开展科研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作者是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