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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流出一人才流入

约翰内斯
·

劳
`

“B r a i nr d a i n
一

B r a i ng a i n’
’ ,

对我来说
,

这听 上去
碑

总

有点像是 股 民字典里 的词 条
。 “ B ar in dar in

一

Bar in

ga in’’
,

中文的意思是
“

人才流失一人才流人
” 。

也许

翻成
“

人才流出一人才流人
”

更为贴切
。

如果一个国

家可以做到把人才从国外吸引进来
,

它的股票就上

涨
。

相反
,

那些流失人才的国家的股票就下跌
、

这个比喻多少有些道理
,

却像很多其他的事情

一样
,

只反映了事实的一半
。

人才 也需要发展
,

需要

支持和经常不断的灵感的激发
。

人才作为潜能
,

要

想起到他应有的作用
,

必须能够施展和发挥
。

他们

不能只处于被管理的地位
。

只有在可以找到榜样和

激励的地方
,

他们才
一

能得到最好的发挥
。

人才的交

流中生存
,

交流也使人才受益
。

这一点自古以来就被科学界铭记在心
。

早在古

典时期
,

人们就长途跋涉去寻访名师
,

从他们那里获

得教益
。

十二世纪时
,

欧洲最 初的大学就是通过这

种方式形成的
。

直到现在
,

科学仍然是从科研人员

之间的交流中汲取营养
。

因此
,

特别是对学者们来说
,

常到 国外去工作一

段时间并不是什么值得惊讶 的事
。

回来的时候
,

他

们会带来新的知识
,

建立起新 的联系
。

他们通过这

种方式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的好处
,

比一直留在家里

不出去要大得多
。

科学交流对大家都有益
。

我们今天的东道主德

中科学中心
,

就是个很好的范例
。

几个月前
,

这里举

行了一次有关
“

非典
”

的研讨会
。

在抗击这个新的和

危险的病原体的斗争中
,

德国同行们的支持对于 中

方来说相当重要
,

而德国科学工作者们也从对萨斯

病毒的研究中学到 了很多 东西
,

这对他们 自己的工

作也有裨益
。

我由此相信
,

只要每一个
“ B ar in dar in

”

的时间是

有限的
,

那么它终将成为
“
Bar in ga in’

’ 。

试图将 自己科学界的年轻一代永久地
、

不顾一

切地留在自己的国家
,

是我们应当避免的一个错误
。

对交流所作的
、

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都是值得 的
。

在联邦政府以及德国的大型科学组织和他们的中国

伙伴们的发起和支持下
,

德意联邦共和国和中国之

间的科学合作卓有成效
,

对此我深表感谢
。

和中国一样
,

我们也面临着人才外流的问题
,

其

流向主要是美国
。

我不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德

国高等学校的质量
。

德国的科学与高等教育
,

在全

球一如既往地享受着盛誉
。

当然
,

我们没有像哈佛
、

耶鲁和普林斯顿这样的灯塔学校
。

但是以整体衡

量
,

德国高等学校的水平仍属于世界一流
。

联邦德国总统
.

本文系作者在 2印3 年 9 月 12 日在中德科学中心 举行的
“

智力流失与智力引进
”

论坛 l几的致词

本文于 2《X)3 年 9 月 18 日收到
.

DOI : 10. 16262 /j . cnki . 1000 -8217. 2003. 06. 001



3 2 2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洲 )3年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所作的调查项 目
“

教育概览
”

显示
,

最受外国学生欢迎的国家中
,

德国排名第三
,

仅在美国和英国之后
。

在德国大学里学习的学生

中
,

仅来自中国的青年男女就达到约 1
.

4 万人
,

其中

一半以上攻读的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
。

在德国高

校就读的外国学生中
,

中国人的总数为第一
,

与在美

国的情况相同
。

对于德国来说
,

真正的挑战在于
,

如何让来自其

他国家的科学人员与德国保持长期的联系
,

又如何

让去了国外一段时间的德国学者们重新回到德国
。

德国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
,

都在努力为德国学

术界的后代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
。

比如我们正在考

虑
,

取得大学教授资格的漫长过程是否真的必要
,

是

否应当至少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对这一制度

加以变革
。

因为只有这样
,

才能让学者们尽早地开

始独立的科研工作
。

同等重要的是
,

德国的各种政治力量应当最终

为通过一部现代的
、

关于移民和社会融合的法律达

成共识
。

在未来
,

我们将更多地需要来 自国外 的
、

接

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和科研人员
。

如果父母这

一辈是从其他国家来到德 国的
,

那么他们的子女在

我们的教育制度中则需要更多的支持和机会
。

这是

我们对每一个个体所负有 的责任
,

它也关系到我们

整个社会的切身利益
。

中国在人 口发展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与德国完全

不同
。

在这方面
,

中国也是德 国的一个重要伙伴
。

我们应当更加努力地在德国为接受了良好教育的中

国人提供事业发展的机会
。

我相信
,

从长远的眼光

来看
,

中国也将从中受益
。

目前已经有许多中国的

科研机构与在国外的中国科研人员保持着良好的关

系
。

既在国外工作
,

同时又在中国的高校授课的学

者
,

并不罕见
。

这有助于使
“

人才流出
”

转变为
“

人才

流人
” 。

我期盼着听到专家们的意见
,

并向各位真诚致

意
。

·

资料
·

信息
·

《自然科学进展》纪念 D N A 双螺旋结构发现 50 周年专刊介绍

今年的 4 月 25 日
,

是人类当代科学技术史中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
D
NA 双螺旋结构发

现 50 周年的纪念日
。

《Naut er 》期刊编辑出版了
“

纪

念 DNA 双螺旋结构发现 50 周年
”

专辑
,

重 温了沃

森
、

克里克
、

威尔金斯
、

富兰克林女士等科学家的原

始论著
,

概括评价了这一给近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

术带来重大变革的伟大发现
,

欣喜人类开始认识和

破译生命奥妙的伟大成果
。

为帮助我国广大科学技

术工作者
、

特别是年轻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和青年学

生深刻理解 DN A 双螺旋结构发现的伟大科学意义

和深远影响
,

《自然科学进展》期刊荣幸地获得《N a -

ut 动期刊社授权
,

翻译出版
“

纪念 DNA 双螺旋结构

发现 50 周年
”

专辑中文版
。

为了保证这本专刊的翻译和编辑质量
,

《自然科

学进展》编辑部在例行的翻译和校对程序基础上
,

特

请邹承鲁院士对部分译校稿进行最后的审核把关 ;

并根据邹承鲁院士的建议
,

邀请了部分优秀青年学

者参加审校工作
,

他们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

物系施一公教授
,

英国国立医学研究所实验室主任

徐琦玲博士
,

英国圣
一

安德鲁斯大学化学系副教授周

午纵博士
,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李

家洋
、

薛勇彪研究员
,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唐宏

研究员
,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王鸿飞研究员等
。

《纪念 DN A 双螺旋结构发现 50 周年》专刊不仅

对从事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会有积极的帮助和

借鉴 ;对所有从事 自然科学研究的青年研究人员撰

写高水平的学术文章也是很好的范本 ;对广大青年

学生 的科学普及
,

也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

《自然科

学进展》编辑部期待
“

纪念 DNA 双螺旋结构发现 50

周年
”

专辑中文版的积极效果
,

并希望广大读者对

《自然科学进展 》的进一步支持与帮助
。

本专刊定价 18 元 /册
,

邮寄费 2 元 /册
。

读者可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基金杂志社办公室

联系购买
。

联 系 人
:
刘俐

、

程宇

联系电话
: 6 2 3” 2以 传真

: 6 2 3 26 9 2 1

址
: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83 号

编
: 1X( X) 85

地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