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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科学和技术的主要参与者，中

国大陆地区也已成为国际学者的目的地。在

这方面，中国政府的政策已经从主要鼓励海

外华人回国转向吸引外国出生的学者来中

国。近年来，后者的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一类的“老”群体主要包括大学（语言）

教师、短期学术访问学者、兼职岗位人员和

荣誉会员、随行配偶或中国归国人员。加入

他们的是“新”群体，即到中国担任全职、

长期学术职位的外国公民。本文将分享作者

们近期就这一新兴现象进行全面调查的结

果。 

在华的外国学者是哪些人？ 

在华外国学者或国际学者作为术语经常

被使用，但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在中国，

关于外国学者的政策术语已经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苏联专家”发展到 90年代的“外国

文教专家”和“外籍教师”，以及最近在国

家和地方一级的人才计划中使用的术语“外

国人才”。目前的政策重点是吸引具有外国

国籍的研究人员来中国工作。在许多大学里，

非华裔的人被进一步优先考虑，主要是来自

西方国家的白人学者。虽然缺少最准确的最

新数据，但 2019年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在华

外国学者超过 1.8 万名。最近包括笔者成果

在内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外国学者并不构成

一个同质群体。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属性进

行区分，区分标准包括科学学科、职业阶段、

性别、国籍、种族、先前工作经历的国家、

教育背景等等。 

最近的研究揭示了一些有趣的新发现。

首先，中国大学中最受欢迎的外国学者是来

自西方国家的工程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知名研

究人员。其次，男性、资深、拥有西方国家

公民身份、工作经验和学位的学者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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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外国出生、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后留

在中国的学者也是新兴的一个群体，且这个

群体的异质性自然而然地反映在他们经历的

多样性上。 

什么因素推动外国学者在华工作？ 

外国学者来中国的原因包括职业、文化、

社会和个人等多种因素。外国学者留在中国

的最常见的主要动机是职业发展，因为变更

工作地点预计会比留在原居住国带来更好的

机会。除此之外，来华前景也包含工资、津

贴、研究经费、住房补贴、为照顾配偶而提

供的双重职业路径，以及对个人业绩的总体

认可。第二个动机是文化和社会联系的机会，

通常与专业方面相结合。特别是来自社会科

学和人文科学的学者，会被在一个独特的文

化环境中工作的机会所吸引。对他们中的一

些人来说，在中国拥有强大的人际网络对他

们的研究至关重要。第三种动机与个人原因

有关，例如有一个中国配偶。 

他们在华学术界的预期角色是什么？ 

中国院校对外国学者的期望与其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的努力密切相关。在聘用外国学

者时，大学和研究机构希望能提高自己的国

际声誉，提高研究生产率，促进国际合作，

支持教师的发展，并吸引国际学生。这与 20

世纪 90年代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当时中国机

构雇用国际职员主要是为了教学。外国学者

表示，他们被聘用主要是为了提高所在机构

的研究业绩和国际声誉。尽管如此，他们也

觉得自己被限制在“茧房”中，在工作场所

的融入程度不如中国同事。许多人认为，他

们可以在其附属机构和全球学术网络之间建

立联系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外国学者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吗？ 

在不同程度上，外国学者对其工作条件

总体上是满意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工程和

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领域的学者对他们的工作更满意，后者更容

易感到沮丧，尤其是初级研究人员。尽管如

此，所有的外国学者都清楚自己生活中专业

和非专业方面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华工作

几年后，这种认识更加深刻。首先，他们认

为自己被国内学术界和行政人员视为可能的

矛盾来源。其次，他们常常感到自己被当作

“客人”，与学校其他成员存在隔阂。第三，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存在语言障碍，

例如在申请研究经费时。第四，学术自由也

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对一些社会科学研究人

员来说。第五，大多数人认为很难适应当地

的研究管理制度。最后，非专业的挑战主要

包括文化融合（例如，相互冲突的价值体系）、

法律程序（例如，冗长的签证和居留许可申

请）和生活条件（例如，昂贵的医疗保健、

孩子的学校教育）。 

外国学者会长期留在中国吗？ 

在长期居留方面，学者们根据自己的情

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例如，最近一项关于

在中国公立大学工作的欧洲学者的研究表

明，他们的工作满意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

降，因为他们逐渐发现所在机构以及整个中

国社会存在更进一步的挑战。另一方面，由

于许多人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就接受了在华的

工作机会，包括更高的学术级别，所以他们

在后期考虑搬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合乎

逻辑的。他们自己在华的工作经验成为提高

他们在全球学术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的重要

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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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目前，世界正经历着由新冠疫情、中美

脱钩和乌克兰战争所造成的特殊危机。地缘

政治动态的变化可能会极大地影响学术界的

国际流动状况。由于新冠疫情导致来华的旅

行存在限制，在华的外国人口已经缩减。例

如，在华欧洲学者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三分之

一。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和持续追

踪不断变化的中国国际移民流向，包括外国

学者的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