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論壇之一：“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 

“聯合海內外人才發展中國高科技産業＂- 美國亞信公司董事長劉耀倫 

中國, 南京 - 2001 年 9 月 17 日

1. 目前海外人才的情況和優勢  
2. 國內人才的情況和優勢  
3. 兩者結合的優勢所在（以亞信等公司爲例）  

目前，在全球範圍內，高科技已經成爲主宰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力量。在過去的近 20 年中，

事實已經證明，任何一個國家，只要在高科技領域取得高速發展，必定對國家的經濟帶來巨

大的促進作用。美國近十年來的經濟一直保持穩定發展，正是得益於高科技産業持續的增長。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來，經濟得到了蓬勃的發展。但是，在科技方面與歐美發達國家仍有相當

的差距。特別是在高科技成爲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力量的今天，如果發展速度不能保持更高

的速度，差距將會越來越大。  

但是，以九十年代中期開始迅猛發展的以網路經濟爲代表的高科技，在觀念、方式等方面正

給人類帶來全方位的變化。這爲落後國家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提供了機遇。這正是中國縮

短與國外差距的一個最佳的機會。  

中國的高科技産業在某些領域一直以來也都處於領先地位，研究、開發體系也十分完美。特

點表現在：自主研發、起點較高、適合中國國情等。但是，從總體上來看存在著不少問題，

包括：視野不夠開闊、對國際最新發展不夠瞭解、應用開發還很落後、在很多領域與發達國

家差距還很大等等。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加強與國外發達國家在這些領域的人才間的交

流；或者是直接引進他們，讓他們直接參與到中國高科技産業的發展中。  

在過去的幾十年中，特別是近二十年中，中國大陸有大量的人才到發達國家留學，並留在當

地工作。華人出衆的科研和商業能力在全球範圍內是非常出名的。在美國高科技的代表城市

矽谷、達拉斯等城市，從事高科技領域研究和商業的華人比例是相當高的。他們長期工作在

世界高科技發展的前沿，積累了豐富的經營、管理和技術等方面的經驗，對未來的發展趨勢

有著敏銳的洞察力。  

對於中國來說，如果能充分利用這麽一批力量，將對中國的高科技發展帶來重大的推動作用。

以臺灣爲例：臺灣在 70 年代到 80 年代有大量的人才到美國等發達國家。可是到了 80 年代末

和 90 年代，他們中有很多回到了臺灣，從而造就了臺灣現在在高科技的許多領域的世界領先

地位。非常重要的是，作爲一名華人，海外的遊子們是非常樂意爲中國的發展出一把力的。

在中國國內，近幾十年的科研發展也積累了大批人才。特別是改革開放後的這二十多年，一

大批人才得以湧現出來。他們是目前中國高科技領域保持世界前列的主要力量。他們對國內

環境熟悉，有著豐富的經驗，能針對具體的環境提供最佳的産品技術和服務解決方案。  



如果海內外的人才能組合在一起，將彌補各自的不足之處，形成一個實力雄厚的團體，90 年

代中下期國內蓬勃發展的互聯網産業就是這種結合的具體體現。無論是新浪、網易、UT 斯達

康，還是亞信公司，他們都是國外人才與國內人才的合作：公司的管理團隊既有來自在美國

留學和創業的華人，他們對國際高科技産業有著深刻的研究，特別是互聯網産業。正是他們

帶來了國內所缺乏的風險投資，帶來了先進的管理理念，帶來了最新的技術發展趨勢。同時，

公司的管理團隊中也有在中國的高科技領域奮戰多年的資深人士。他們是中國高科技産業的

先驅，在多年的奮鬥過程中積累了豐富的經驗，對在中國現有國情下如何發展中國的高科技

有著清晰、明確的認識。兩者的結合構成了一個非常強大的團隊，推動了互聯網産業在中國

的飛速發展，爲中國的互聯網經濟的到來打下了堅實的基礎。可以說，如果不是這種海內外

人才的組合，中國的互聯網産業就不會有今天的發展程度。  

今後的一、二十年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而高科技的發展將是其中的關鍵之關鍵。

無論是 IT 業、電訊業、生物業，還是互聯網業，只要希望得到迅猛、長足的發展，都需要充

足的人才（無論是技術、管理、投資，還是經營等方面）。如何讓海內外人才有機結合在一

起，利用海外人才的前瞻性和豐富的國際經驗，利用國內人才的務實性和翔實的國內市場經

驗，是我們需要思考的。  

中國的國內市場是一個大的足以滿足衆多企業生存的市場，爲吸引海外人才的歸來奠定了基

礎，爲他們提供了一個施展自己才幹的廣闊舞臺。爲此，作爲中國政府，應該制定出各種規

章制度來吸引海外人才，促進海內外人才的組合。目前，最爲關鍵的是讓廣大的海外優秀人

才瞭解國內的需求，瞭解國內的環境，瞭解中國政府的期望。同時，爲他們提供與國內優秀

人才見面商談的機會，爲他們兩方面的交流提供橋梁，促進海內外人才的組合，最終爲中國

的高科技發展出力。歸根到底，國家一定要將海內外優秀人才組合（也包括其他各個要素的

組合）這個策略上升到國家經濟發展戰略的高度，並制定相應的規章制度，最終高效、快速

地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相信做到了這一點，“二十一世紀將成爲華人的世紀＂這一句話將

不再是空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