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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英人才流动一向是学术界和传媒界关注的重要命题之一( 对学术精英流动经
历的研究"以往多关注其职业流动过程"而对作为其学术生命周期起步阶段的高等教育阶
段较少涉及(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从教育流动和工作流动两个阶段"以及空间流动)机构
流动与社会流动%个维度对学术精英的流动过程进行全景扫描"总结学术精英流动过程
中的特征)模式与效应"以及影响流动的主要因素( 研究认为"学术精英的流动过程需要
得到更系统的理论解释"既有研究需要接受更全面的实证检验( 面对人才流动现象日益
普遍)流动过程不断加速的新时代背景"对学术精英流动效应和影响因素的探索还需要进
一步加强(

关键词!学术精英'精英学者'学术生命周期'人才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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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人才的流动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 学术精英作为精英人才中的重要分支!其流动过程不
仅促进了+缄默知识,在区域和机构之间的分享与溢出!也对学术人才资源的结构与布局进行了重
置" 学术精英流动既是个体的行动过程!有着自身的决策动机!同时也是相关管理部门通过教育规
划(人才计划等方式给予引导的过程!体现着人才培养和人才治理的国家行为机理" 相关的人才培养
与管理机制只有适应学术精英的行动机理!才能更好地引导精英人才的合理流动!促进人才资本发挥
最佳效应" 因此!无论从学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加强对学术精英流动问题的研究都非常必要"

学术精英一般指在其所在的学术领域获得卓越成就!并处于学术系统顶层的少数人才#&$

!相关
研究也称之为科学精英(高被引科学家或高层次学术人才等" 本研究中的学术精英指的是工作于高
等院校或科研院所等学术单位(取得重大学术成就或重要学术荣誉的人才!包括两院院士(国家杰青
基金获得者(高被引科学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 这里的学术生命周期不是指学术成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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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而是指学术人才成长与发展的生命周期#"$

!阎光才将其定义为学者从进入学术职业%或研
究生时期开始&到退出学术职业的全部生命历程#%$

" 目前主流观点将其分为起步与成长期(规范与
稳定期(个性与创造期(老化和衰退期等阶段#)$

" 本研究认为!学术精英从本科阶段进入专业学习!

就已经开始了学术知识与技能的积累!并通过硕博就读期间流动或不流动的决策!选择对自己最有利
的学术资本进阶途径" 因此!从流动经历出发!将学术精英的学术生命周期简化为本科到博士期间的
教育流动和获得最高学历后的工作流动两个阶段!有助于启发对学术精英流动经历的一些新思考"

本研究发现!对学术精英流动经历的研究!以往多关注其职业流动过程!而对作为其学术生命周
期起步阶段的高等教育阶段较少涉及" 在关注维度方面!侧重于对学术精英空间流动和机构流动的
分析!而对其代内的社会流动关注较少" 已有研究帮助我们了解了学术精英流动过程的不同侧面!但
碎片化的认识难以拼凑出一幅宏大繁复的人才流动全景" 本研究将精英人才的学术生命周期视为一
个连续和流变的过程!通过梳理相关研究!从教育流动和工作流动两个阶段!以及空间流动(机构流动
与社会流动%个维度对精英人才学术生命周期内的流动过程进行全景式总结!试图厘清学术精英流
动过程中的特征(模式与效应!以及影响流动的主要因素等问题!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了解
这一人才迁移过程" 在文献筛选上!主要通过在中国知网(e6K 0QU:461:6等中外文献数据库上组合
检索题名(关键词和摘要中包含+精英,+学者,+高被引科学家,+高层次学术人才,+高端人才,及+流
动,+迁移,+回流,等相应字段%以及对应的英文字段&的研究文献!在阅读后人工判断并分类整理!

文献搜集时间截至"#"&年&"月"

一"精英人才学术生命周期中的流动特征
!一"教育流动与工作流动#不同阶段的流动特征
在教育流动阶段!相关研究关注了学术精英本硕博求学流动的比例(流动前后的高校声誉等级变

化(空间流动指向等问题" 如在流动者占比和流动方向方面!研究发现F#S的两院院士在高等教育
阶段有过流动!+#S的学术精英有出国留学经历#E$

" 在流动前后的高校声誉等级变化方面!中科院
杰出青年主要是从非+FGE工程,高校流向+FGE工程,高校/在空间指向上表现为从中西部地区的分
散布局逐步向京沪等东部大城市集聚!再向海外发达国家发散的趋势#*$

" 从具体地域来看!中科院
院士本科阶段主要在东部沿海的北京(上海(江苏完成学业!三者合计占比)+'"GS/最高学历获得地
则有所差异!其中毕业于北京和上海者合计占比%+'*"S!毕业于海外者占比"G'*"S

#+$

" 综合以上
研究!可以发现学术精英的教育流动经历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流动比例高!多数人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间
都发生了流动/二是在流动层级上以向上流动为主!即从一般高校向重点高校集中/三是随着学段的上
升!在空间分布上由中西部向东部沿海的京沪苏地区集中!其中硕士和博士期间大量扩散至境外国家或
地区留学"

在工作流动阶段!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内容'第一!学术精英工作流动的频率与规模" 研究发
现!+长江学者,中工作流动者占比&#'+S!有海外经历者工作流动率为&E'"S!流动与否与海外经
历的相关系数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G$

" 对高被引学者工作流动的分析发现!其工作流动
次数为"[E次!平均每*[+年流动一次#F$

" 还有研究指出!这种流动具有学科差异!如对杰青基金获
得者的分析发现!地球科学(管理科学和生命科学等学科的工作流动率最高!流动者占比分别为
"&'#&S(&G'*)S和&+'&S

#&#$

" 第二!学术精英工作流动的空间特征" 研究指出!北京的高被引学者
流出人数和流入人数均处于国内第一!而广东和上海则净流入人数最多#&#$

" 对+长江学者,的统计发
现!其工作流动以跨省流动为主!其次为省内流动!流动到境外的非常稀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是学术
精英的主要流出地!华北(华东和华南地区是学术精英的主要流入地!我国已初步形成内部的精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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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环流#&&$

"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学术精英在工作流动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但相对
于国外的学者来说!我国学术精英的工作流动率并不高!特别是参与跨国流动的比例更低" 总体来
说!具有海外留学及海外工作经历的学术精英职业流动率更高" 在流动的时间特征上!学术精英群体
存在+七年之痒,现象!他们平均* [+年+跳槽,一次/在流动的空间特征上!学术精英以在国内跨省
流动为主!呈现出+孔雀东南飞,的趋势!北京(上海和广东成为最大的人才受益地区"

!二"空间流动'社会流动与机构流动#不同维度的流动特点
在空间流动维度!相关研究指出!学术精英流动从+人才流失, +人才回流,进而发展到+人才环

流,阶段" 从跨国角度来看!当前精英人才的流动过程呈现出不同模式并存的局面!即精英人才从欠
发达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流动!在发达经济体之间人才对流!新兴经济体人才从发达经济体回流!以
及不同类型经济体之间人才环流等流动类型同时存在#&"$

" 进入"&世纪以来!以亚洲的中国(韩国(

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人才环流日益加剧!成为相关研究的重点关注
对象" 对国内学术精英的研究发现!空间流动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流向沿海和东南部地
区!在+孔雀东南飞,的同时初步形成京

!

及江浙沪地区+大进大出,的人才环流现象#&%$

" 在跨国流
动方面!我国的高被引学者流向美国的最多!并且在美国(德国及日本之间呈现较为密集的环流现
象#&)$

" 回流的学术精英来源国家较为分散!流入地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沿海大城市#&E$

"

在社会流动维度!研究发现!国外的学术精英以向上流动和平行流动为主!其中博士和博士后人
才主要是从低声誉机构向上流动到高声誉机构!因为高声誉机构有着累积的学术资源优势和更好的
学术关系网络#&*$

" 同时!在同一学术声誉等级的名校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换聘任毕业生的网络关系!

这种人才平行流动维护了+学术种姓系统,%;:;96M4::;><6>N><6M&的再生产过程#&+$

" 国内学术精英
则以平行流动和向下流动为主!如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研究发现!其职业流动以在相同声誉等
级的高校之间平行流动为主" 此外!流向较低声誉等级高校的向下流动的数量超过了向上流动!其原
因在于新雇主的声誉等级并不独立发生影响!而要综合考虑地区经济发展(创新氛围及工作机构的内
部环境等因素#&G$

"

在机构流动维度!学术精英的跨部门流动主要是从科研机构流向高校!而从高校和科研机构流向
企业部门的则非常少见#&&$

" 国外的研究进一步指出!研究型大学的学术人才倾向于留在学术领域发
展!而从事应用型研究的学术人才则倾向于流向企业部门或政府研究中心#&F$

" 从学术界流向企业界
一直被认为是学术精英最重要的职业流动经历!这一过程促进了先进技术的转化与创新" 在当前大
力推动创新创业的大背景下!相关部门一直积极支持学术精英参与成果转化与创业!担任企业管理职
位等!但实际上全职进入企业界发展的学术精英非常少"

二"学术精英的流动模式与流动效应
!一"学术精英的流动模式
"#世纪*#年代!英国皇家学会发布的科技精英+人才流失,报告开启了人才流动模式的研究先

河" 此后!学界又先后总结了+人才回流,+人才环流,等流动模式!并对不同流动模式对人才输出地
和输入地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一是对+人才流失,或+人才外流,%K7;41 97;41&模式的分析" 从"#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相关研
究从发展经济学和跨国人力资本流迁理论出发!讨论了人才外流对人才输出地的科技发展与技术创
新的影响" 根据结论的不同!可以分为+阻碍论,+促进论,和+双重影响论,%种观点" +阻碍论,者认
为!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科技优势和经济优势大力吸引各国人才!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人
才损失#"#$

" 这种人才跨国流出大多数是永久性的!严重阻碍了人才流失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 +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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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论,则认为!人才外流对输出地的负面效应可以被扭转!即出走的人才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回馈和助
力母国的科技发展#"&$

" 同时!向发达国家的人才迁移预期提高了人才输出地的个人和家庭对高等教
育的投资!从而提升了人才输出地的人力资本收益%K7;41 2;41&

#""$

" 在"#世纪末!这一观点被进一步
总结为+人才外流有益论,%K616Q4:4;-K7;41 97;41&!其核心思想认为!全球化加深了各国和各地区之间
的联系!从而激发了人才外流有益的一面!加剧了人才输出地的人力资本激励效应和网络效应#"%$

"

+双重影响论,则认为!人才外流短期内对人才输出地具有负面影响!但时间拉长之后!外流人才又会
为人才输出地带来+智力收益,

#")$

"

二是对+人才回流,%K7;41 76<,71&模式的分析" 在"#世纪F#年代!研究者提出了+人才回流,模
式!指出在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科技发展与人才政策的吸引下!精英人才大量从发达经济体向欠发达
经济体回流!其中以教育和科学研究行业的精英人才为最#"E$

" 这种大规模的人才回流!促进了知识
与技术的共享和扩展!形成了既有利于人才流出地也有利于人才流入地的双赢局面"

三是对+人才环流,%K7;41 :47:,-;<401&模式的分析" 同样!在"#世纪F#年代!研究发现精英人才在
回流祖国后可能再次流动!形成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复杂多向的+人才环流,模式#"*$

" 多数学者认为!

+人才环流,是对+人才外流,和+人才回流,模式的自然发展和有机更替!这种跨国人才在新兴经济体和
发达经济体之间的频繁流动对相关方都具有积极影响!促进了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

"

此外!k4L4><0提出的跨国主义%<7;1>1;<401;-4>M&强调了精英人才在人才流入国的集聚过程及其被
限制的公民地位及作用!人才钟摆%K7;41 P619,-,M&和逆人才流失% 76L67>6K7;41 97;41& 等提法则描
述了精英人才流动的更多复杂特性#"+$

" 总体来说!学术精英的流动既反映了人才在地理空间上的再
配置!也反映了人才在不同机构之间迁移所体现出的社会流动意涵" 当前的人才流动模式研究主要
总结了人才流失(人才回流(人才环流等跨国流动模式!而对精英人才国内流动模式的提炼仍需深化!

以形成新的共识"

!二"学术精英的流动效应
学术精英流动具有不同的效应" 一方面!学术精英流动对于流出地(流入地及就业机构具有不同

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人才流出地的人力资本激励效应和联系不同部门的社会资本网络效应" 如前
所述!对于人才流入地而言!研究普遍认为人才流入极大地促进了流入地的经济和科技活力!带来了
+智力增益,/对于人才流出地而言!相关研究分别从+阻碍论,+促进论,和+双重影响论,%个角度讨
论人才流动对于人才流出地的影响"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人才流动带来了人才流
入地(中转地和流出地的双赢或多赢局面#"G$

" 另一方面!学术精英流动也对人才自身产生影响和效
应" 学术精英的流动过程!既反映了人力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过程!有着经济理性的逻辑!也是社会
流动的过程!伴随着社会地位变化的动因" 这一流动过程既产生直接效应!促进以地方为中介的社会
流动!也产生间接效应!促进以阶层为中介的社会流动#"F$

" 总体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碎片化!

需要结合具体的实证资料进行分类讨论"

对于人才流动对学术精英自身的直接效应!目前已有不少开拓性的研究" 相关研究主要讨论了
流动经历对学术精英事业发展的影响与效应!包括流动经历对学术精英社会地位相关因素%包括职
称晋升(学术荣誉获得(人才计划入选等&的影响效应!以及流动经历对学术精英科研产出的不同影
响%如学术发表的数量和被引量等&" 总体来说!相关结论分为%类'一些研究认为!教育流动和工作
流动对学术精英的事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加速了其社会地位晋升!缩短了其进入+精英人才,门槛
的年限/另一些研究认为!教育流动和工作流动延缓了学术精英的事业发展!不流动的贯通制教育及
留在有+学缘,关系的机构工作更能缩短成才周期/还有研究认为!流动经历对于学术精英的事业发
展并不具有线性关系!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作用过程!在不同阶段以及对于不同类型的精英人才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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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不相同"

&'积极或消极$流动经历对学术精英社会地位的作用效应
积极论者认为!流动经历有助于提升学术精英的社会地位!加速其职称晋升(入选人才计划(获得

重要学术荣誉的进程" 一方面!有研究讨论了教育流动经历的积极效应!指出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在
高等教育阶段的流动频次(出国学习交流经历是促进其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 在博士毕业之后!

具有多元化教育经历的+长江学者,能更快实现职称晋升!但这种促进效应具有学科差异!在自然科
学领域的学者身上表现得更加显著#%&$

" 另一方面!有研究分析了工作流动经历的积极效应!指出职
业流动更有利于流动者的事业发展" 如对法国生命科学领域精英人才的实证研究发现!职业流动经
历与职位晋升之间具有正相关性#%"$

" 平均经历&["次工作流动的学术精英!以及参加出国访学交流
的学者!其事业发展的速度越快#%%$

" 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而言!海外工作经历加速了他们的优势扩
散!缩短了其入选+长江学者,的年限#%)$

" 总体来说!积极论者认为!无论是在高等教育阶段还是进入职
场之后!流动经历都加速了学术精英的事业发展和职位晋升进程!但在不同学科领域有所差异"

消极论者认为!流动经历延缓了学术精英的职称晋升进程!拉长了其获得重要学术荣誉的时间"

一方面!对一些学术精英教育流动经历的分析发现!流动经历对于事业发展具有消极效应" 相对于教
育流动者!在同一机构不流动的连续求学者能更快实现事业成功#F$

" 对国家+F+%项目,首席科学家
成长路径的分析发现!不流动的长周期培养模式更具优势!其中硕博贯通的学习模式培养的精英人才最
多!而本硕贯通模式培养的学术精英平均成才时间最短#%E$

" 另一方面!一些研究关注了工作流动的负
面影响!指出职业流动的利好并不必然惠及所有学术人才" 如对于本科为非重点高校的+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来说!海外工作经历反倒阻碍了其事业发展的进程!将其入选+长江学者,的平均时间推迟了
+S" 海外访学经历同样具有这种迟滞效应!将其入选+长江学者,的平均时间延缓了*S左右#%*$

"

"'促进)阻碍还是复杂效应$流动经历对学术精英科研产出的影响
促进论者认为!流动经历促进了学术精英科研产出的数量增加和质量提升" 一方面!一些研究认

为!流动到海外的求学经历显著提升了学术精英科研产出的数量和质量#%+$

!同时!在国内的教育流动
经历同样具有积极效应!教育流动经历有利于学者获得更高的创新能力和学术产出#%G$

" 另一方面!

一些研究讨论了工作流动经历与学术产出的关系!指出工作流动经历促进了学术精英思想与观点的
扩散!显著提升了他们的文章被引量和学术影响力#%F$

" 对美国%"所大学法学教授的研究发现!有职
业流动经历的教师具有更高的科研生产力!其平均被引量比不流动者高出+S[&%S

#)#$

" 此外!流动
到海外的工作经历扩大了学术人才的跨国合作网络!帮助他们发表了更多的文章#%F$

"

阻碍论者认为!流动经历降低了学术精英的科研生产率" 一方面!有研究认为教育流动经历阻碍
了学术精英科研生产力的提高!不流动的连续求学经历更能促进科研产量的提高!即使控制了工作年
限(科研时间(努力程度等因素之后依然如此#)&$

" 对葡萄牙学者的研究也证实!在同一机构连续求学
更有利于其学术产出!还有助于稳定求学机构的学术声誉等级#)"$

" 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认为工作流
动经历对学术产出具有消极影响!如对葡萄牙和俄罗斯高校校长的访谈发现!学术精英不进行职业流
动更有利于学术流派的形成与稳固!从而提升他们的科研产出#)%$

" 林杰对比了中美高校科研人员的
论文发表情况!指出留校任教不再流动的教师科研产出更高!而有工作流动经历的科研人员学术产出
稍低#))$

"

复杂论者认为!学术精英所处的学术生命周期不同!流动的具体类型不同!服务机构的发展阶段
不同!流动经历与科研产出之间的关系就随之而变" 如有研究发现!学术精英流向更高学术声誉等级
的工作机构能提升其学术生产率和科研引用率!而流向较低声誉机构的经历则削弱了其学术生产
力#)E$

" 对我国前五批人才计划入选者的分析发现!在回国初期!由于环境适应等问题!学术精英短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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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科研产出呈下降趋势" 但从中长期来看!其学术发表的数量及质量均显著上升" 此外!工作单位
声誉等级(流动前所在国家地区等中介因素对科研产出具有复杂影响#)*$

" 507<;则指出!在高等教育
发展初期!不流动的学术精英科研产出更高/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后期!有流动经历的学者科研产出更
高#)+$

" 如社会学领域+芝加哥学派,的兴起!就得益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在建系初期人才流动并不
积极!大量毕业生留校工作!不断积累学术贡献!从而形成一大学派!后期则由于人才流动太少!思想
活跃度降低而走向衰落#)G$

"

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精英人才的流动经历与学术产出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 有研究分析了美国
生物化学领域"##多名学者的流动情况和学术产出数据!发现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系#)F$

" 对西
班牙+ ###多名学者的大样本调查也发现!即使控制了性别(工作年限(职称(行政职务等因素!流动
过的学者与没有流动过的学者也并不存在显著的科研产出差异#E#$

" 正如b671q196c等人总结的那
样!学术精英的工作流动这一因素并不直接影响他们的科研产出!而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新单位对学术
研究的大力支持以及良好的学术氛围#))$

"

三"影响学术精英流动的因素
在精英人才的学术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学术旨趣(差异的个人需求(流迁的生活情

境和变化的工作氛围" 因此!对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必然涉及诸多纷繁复杂的因素!甚至还有一些偶
然因素的影响" 总体来看!相关研究或是从理论思辨出发!或是从定量分析入手!从不同侧面对影响学
术精英流动的因素进行探索" 按照研究视角的不同!可以从社会(组织和个人%个层面来进行分析"

一是社会环境层面" 首先!相关研究强调产业结构(国际劳动分工及政治格局变化等结构因素对
跨国人才流动的影响" 如W6;L67><0:J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动分工和国际企业扩张对跨国高端
人才流动的影响#E&$

" 6̂4R0<0则指出!不能忽视政治格局变动对精英人才流动的影响!如苏联解体后
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加速了东欧学术精英的外流#E"$

" 其次!有研究讨论城市舒适物(宜居性及地区公
共服务对人才流动的影响" 如V--M;1强调!人才不仅追求物质回报!而且追求区域带来的舒适感与
情感体验!在后工业时代!城市宜居性与包容性(公共服务和福利设施等因素对吸引精英人才流动的
重要性更加凸显#E%$

" 再次!有研究关注文化认同(社会网络与身份权力等因素对流动过程的影响"

如l60/等发现!人才流动不仅出于经济逻辑!也受到社会文化和政治身份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人才
群体所受的影响因素各异!从而形成了他们在城市空间中的差异化布局#E)$

" >̀612的研究则认为!迁
移目的地的文化吸引力和生活方式同样对人才迁移具有重要影响#EE$

" 此外!还有研究关注地区经济
增长(科技积累在区域人才流动中的影响" 如b-0749;等人的研究证实!地区的经济增长越快(科技创
新能力越强!其人才流动的开放性就越强!从而加速了人才流动#E*$

"

二是组织机构层面" 首先!相关研究强调职业发展机会的作用" 如Y:J67>认为!职业发展机会
比收入等物质刺激更能吸引科研人才流动#E+$

" b7;1c014也发现!优质研究伙伴(硬件设备(国际经历
及构建的合作网络等因素促进了跨国学术精英的流动!其原因在于流动经历增加了他们的学术资本
和职业预期#EG$

" 其次!研究强调机构软(硬环境带来的舒适物感受的重要性" 如5;<<指出!学术精英
对组织提供的心理性收入!即声誉地位(尊重友善(融洽关系(集体归属感等无形感受充满了期望#EF$

"

X0<<-46K也指出!高技术人才流动性较高!工作机构的地理位置和舒适物感受将影响人才的去留#*#$

"

_4<:/6--提出的+工作嵌入性,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指出人才对组织目标和组织文化的依赖极大地
作用于人才的流动决策#*&$

" 职场舒适物概念的提出为从组织层面研究人才流动的影响因素这一问
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是个人因素层面" 首先!相关研究从经济决定论角度对人才流动原因进行了探索" 如W07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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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对精神和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人才流动的主要原因#*"$

" W6;L67><0:J也认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
大化是跨国精英人才流动的主要原因#*%$

" 其次!有研究从心理学视角讨论不同层次的心理需求对人
才流动的影响" 如T6a41指出!个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一旦外界环境不能满足自身的发展需
要!个体就会通过流动来寻求更适合的环境#*)$

" Y-967Q67同样强调外在环境与个体需求之间的相互
关系!他认为!如果精英人才在生存(关系和发展三方面的需求无法实现!就会向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
新环境流动#*E$

" 此外!T66进一步拓展推拉理论!从流出地(流入地(干预障碍和个体因素)个方面阐
释精英人才流动过程中所受的不同推力和拉力的影响#**$

" 567cK672在继承马斯洛经典理论的基础
上!将个体的生存需求分为高低两种层次!并指出只有高层次的需求才能真正对个体产生刺激!引发
人才的流动倾向#*+$

" 此外!A6797,M等还发现!学术精英的跨国流动!有时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激
发研究激情#*G$

" 王灵桂对心理学视角的各类影响因素进行整合!最终形成了以强化理论(障碍(需求
和特殊因素为要素的四维分析框架#*F$

"

四"小结与讨论
总结当前关于学术精英流动问题的相关研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推进'

!一"学术精英的流动过程需要得到更系统的理论解释$既有研究需要接受更全面的实证检验
综合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对学术精英流动过程的分析多侧重空间流动和机构流动维度!而对社会

流动维度较少涉及!少数分析社会流动的研究也存在指标单一的情况" 从流动阶段来看!已有研究关
注了学术精英的职业流动经历!而对其教育流动经历挖掘不够" 此外!对于学术精英在获得重要学术
荣誉之后的+精英后,流动经历尚未引起充分重视" 与国际同行相比!国内学界对影响学术精英流动
的实证分析相对较少!且大多关注经济因素或工作机构类型等因素的影响!对微观层面学术精英的个
体特征(教育与工作经历(文化背景等因素较少涉及" 因此!从复合维度关注学术精英的流动过程!从
微观层面探索影响其流动的主客观因素!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对学术精英流动的研究" 在当前研究中!

学者们从人口学(科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学科视角开展了有关学术精英流动问题的讨论!从初期对
人才流动现象和特征的简单总结!到更深入的实证分析和经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富的成果" 虽然
由于数据样本的细微差异(研究路径的不同分野!导致实证分析所得的结论之间有所龃龉!但已有研
究积极探索了流动精英的分析方法!鼓励后来者以更全面的数据来检验精英流动的相关理论"

!二"人才流动日益普遍和加速的新时代背景$要求加强对学术精英流动效应和影响因素的

进一步探索
在学术精英的流动效应方面!相关研究主要通过建立模型来讨论流动经历对学术精英职称晋升(

重要荣誉及奖项获得等事业发展年限的影响!而对工作流动经历与事业发展年限的关系(流动次数对
成才周期的影响等问题较少涉及" 对于影响精英人才流动的因素!由于微观数据的缺乏!相关研究主
要从单一角度进行分析!而对更为复杂的多维层次和系统层面较少涉及" 在对学术精英微观数据的
搜集方面!既存在精英人才数据库重复建设(互不联通的浪费情况!也存在数据标准不统一(关键信息
缺失等问题" 一些研究通过.?履历法从不同渠道收集精英人才的学术简历信息!初步形成了学术
精英的微观信息数据库!但也存在着过分倚重数据挖掘等新技术!而对后期的数据筛选(信息补充等
人工核对环节重视不足的问题" 针对这些不足!需要在以后的学术人才调查中增设与人才流动和人
才发展轨迹相关的微观指标!通过数据支撑来帮助我们获得更深入的认识!也需要结合各种定性资
料!对实证研究的结论进行案例验证和细节补充" 对于影响人才流动的各类因素!则需要进一步细化
学术精英流动的不同维度!从流动H不流动!国内流动H国外流动等方面来开展分析!形成更精炼和更
有针对性的解释模型" 同时!还需要+纠偏,当前对自然科学精英流动过程的研究+偏爱,!加强对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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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科领域流动精英的研究!深化对中国命题(中国现象的思考!不断提升我国学术研究在国际上的
+话语权力,

#+#$

!最终形成人才流动研究的本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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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5YXeỲD(A'̀ ;R412</6K7;41 97;41%(&'./;--6126"&F+*"&F!%#$%)$%G'

%"&& _CV̀bC=BY'.;1 ;K7;41 97;41 K62009 Q07270a</ 41 </6>0,7:66:010MN. %(&'(0,71;-0Q96L6-0PM61<6:010M4:>"

&FF+"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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