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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科学合作中的“华人现象”
★

1 引言1 引言

[摘 要] 将 8 个国家的合作论文分成五种类型，重点考察了中国在与 8 个国家的合作中所呈现的“华人现

象”。分析表明，海外华人（包括短期在外的科研人员）在现阶段正在发挥桥梁作用，在中国国际合作中表

现得非常活跃。分析了导致“华人现象”的社会基础和政策效应。

[关健词] 国际合作 华人现象 合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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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学技

术进行了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在国家对科学技术投入不

断加大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和学者走出国门，

求学于西方科技发达国家，与国际同行进行学术交流与科

学合作。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

论文数开始持续快速增长，形成指数增长的发展态势。

1996－2005年的10年间，中国SCI论文的倍增期为 3.97

年。其中，中国国际合作论文的倍增期为3.81年，其增长

速度略快于中国 SCI 论文的增长速度。

1996 年中国国际合作论文为 3 017 篇，到 2005 年达

到 15 069 篇。十年间增长了 4 倍。仅 2005 年一年的国际

合作论文几乎相当于1994－1997年四年的总和。近年来，

在中国每年SCI论文的总量中，国际合作论文几乎占到四

分之一。从中国的国际合作论文来看，无疑是一种快速发

展的态势。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部原因和外部条件。在中国

的国际科学合作中，除了学者们已经指出的政治与政策环

境、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科学自组织、地理位

置[1-3]等诸多的动力因素和诸多的动机[4]外，还存在一种非

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民族情结。我们曾对100种期刊上

中美合作论文做了调查，结果表明：在 3 603 篇论文中，

有72.3%的论文中至少有一位作者是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学

者或华裔学者。从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华人在现

阶段的中美科学合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是在对中美科学合作论文调查的基础上将范围扩

大到8个国家(地区)（美国、日本、德国、英格兰、澳大利

亚、加拿大、法国和韩国），试图证明民族情结是目前中

国国际合作中一个重要的动力因素。

2.1 目标国家的选择

据我们对 SCI 数据的统计，2001－ 2005年，在中国

的国际合作论文中，美国、日本、德国、英格兰、澳大利

亚、加拿大、法国、韩国是与中国合作发表论文最多的 8

个国家（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是本文分析的主要对象。

表 1中列出了 2001－ 2005年中国与 8个国家（地区）合

作发表的论文情况。2005 年，中国的国际合作论文共计

15 069 篇，与 8个国家（地区）的合作论文有 12 101 篇，

占总数的 80.3%。

2 数据与方法2 数据与方法

★基金项目：科技条件平台科学数据共享项目（项目编号：2005DKA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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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论文类型

本文所说的华人是指在其他国家学习或访问的中国

人以及具有其他国家国籍的华侨的总称。对于华人在中

国国际合作论文中所起的作用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

析。为此，我们将中国的国际合作论文分为以下 5 种类

型（见图 1）。

● 论文 A

一篇合作论文中至少有一位作者是海外华人（姓名为

汉语拼音）且所在国家属于本文调查的 8 个合作国之一。

此类论文定义为论文 A。

● 论文 Aa

一篇合作论文中至少有一位作者是海外华人（姓名为

汉语拼音）同时标注两个所属机构，一个机构为中国机

构，另一个机构为外国机构。此类论文定义为论文 Aa。

● 论文 B

一篇合作论文中，除了中国大陆作者，其余作者均为

非华人作者且属于本文调查的8个合作国之一。此类论文

定义为论文 B。

● 论文 C

一篇合作论文中，所有的作者均为中国学者和华人学

者，至少有一位华人学者属于本文调查的 8 个合作国之

一。此类论文定义为论文 C。

● 论文 D

一篇合作论文中，其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为华人学

者且属于本文调查的8个合作国之一。此类论文定义为论

文 D。

2.3 数据来源

全部数据取自Web of Science， 文献类型为“article”，

时间跨度为 2001 － 2005 年。根据分析内容的不同特点，

我们采用了三个数据集。

 数据集 I：用于论文A、论文B、论文Aa的统计（见

表2）。该数据集为部分样本数据。样本的选择主要考虑

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原文的可获得性，二是工作量，因

为数据调查工作主要是通过人工阅读。为此，我们所调

查的数据必须同时符合三个条件：（1）被SCI收录，（2）

被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收藏或可以查阅电子版全

文，（3）适当数量的样本。除了美国以外的 7 个国家，

其统计样本是满足（1）和（2）两条件的全部数据。美

国的统计样本是满足（1）和（2）两条件的部分数据。

该数据集共计 18 879 个数据项（一篇论文有 n 个合作

国，计为 n 项）。

美国 5 722 20 815 澳大利亚 976 3 837

日本 2 303 9 342 加拿大 1 100 3 831

德国 1 377 5 622 法国 832 2 935

英格兰 1 327 4 806 韩国 677 2 377

合作国

（地区）

              合作论文数（篇）

 2005                     2001 － 2005

              合作论文数（篇）

  2005                     2001 － 2005

表 1 中国与 8 个国家（地区）的合作论文（2001 － 2005 年）

图 1 五类论文相互关系示意

A

B
C Aa

D

合作国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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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 II：用于论文 C 的统计（见表 2）。该数据集

是 2001－ 2005年中国与 8个国家（地区）合作的全部论

文，共计 11 782 篇论文。统计条件是合作论文中全部作

者的姓名均为汉语拼音，且作者所在国不是中国。

数据集 III：用于论文 D 的统计（见表 2）。该数据

集为是 2001 － 2005 年中国与 8 个国家合作的全部论

文。考虑到大科学项目习惯于按作者姓名的字母顺序

署名的做法，我们删除了作者人数在10名以上的记录。

该数据集共计9 836个数据项（一篇论文有n个合作国，

计为 n 项）。

3 数据调查3 数据调查

3.1  论文 A 和论文 B

将论文区分为论文A 和论文B，其主要目的是要了解

在中国的国际合作论文中，华人学者作为合作国的代表或

参与者在其中占有多大比例。我们通过阅读合作论文，并

根据论文作者姓名的拼写以及作者所在机构的国别，鉴别

出论文 A 和论文 B。

统计结果表明，在 8个国家中，美国的论文A，无论

是在数量还是相对的比例（72%）上均体现了华人学者在

现阶段中美合作中的主流作用。日本的论文A达到 1 736

篇，占中日同期合作论文总量的47.5%。澳大利亚和加拿

大的论文 A 的比例在 50% 以上。总之，在被调查的 8 个

国家中，华人作为合作国的代表或参与者与中国科学家进

行合作已经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见图2）。统计数据表明，

中国与8国的合作论文在2001－2005年间呈现出逐年增

长的发展趋势。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论文A和论文B的增

长在不同的国家中表现为不同的增长方式。美国、英国和

德国呈现出论文A增长速度快于论文B的局面。日本、法

国、加拿大和韩国论文A和论文B在5年间出现了两者同

步增长的发展态势。只有澳大利亚表现为论文B增长速度

快于论文 A 的局面。

表 2 三个数据集的数据量（2001 － 2005 年）

数据集 记录数 备注

数据集 I 18 879 样本量

图 2   2001 － 2005 年论文 A 和论文 B 的比例

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英国

论文A 论文Ｂ

日本 德国 法国 韩国

100%

80%

60%

40%

20%

0%

1 463
577 677

831737
3 785

988 1 736
1 118

400 285

1 065 1 922
1 655

918 722

合作国 合作论文总数（a） 样本数据量（b）比例（b/a）

美国 20 242 5 248 25.9%

英格兰 7 962 2 053 25.8%

日本 9 362 3 658 39.1%

德国 4 997 2 773 55.5%

法国 2 880 1 318 45.8%

韩国 2 351 1 007 42.8%

加拿大 3 749 1 508 40.2%

澳大利亚 3 729 1 314 35.2%

数据集 II 11 782 100 %

数据集 III 9 836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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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学者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专业领域中的分

布数量直接影响到论文A的学科分布。在此，我们对本次

调查的几个主要领域，如物理、化学、生物学和工程技术

领域进行了学科分布的统计，并将统计结果与8国的平均

水平进行了比较，论文A比例高于平均水平的即为该国华

人的优势合作领域。图3的数据表明，工程技术领域是中

国与 8个国家合作中华人的优势领域。化学领域是英国、

德国、法国、加拿大和韩国华人的优势合作领域。美国和

日本的华人在 4 个领域的力量分布比较均匀。

图 3    论文 A 的优势领域（2001 － 2005 年）

3.2  论文 Aa

论文Aa 的最大特点就是一个华人作者具有两个地址，

一个是中国机构的地址，另一个是合作国的机构地址。我

们称这类作者为两栖作者。可以说，两栖作者是国际合作

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的合作方式。这类作者往往是积累了一

定科学研究经验的专家，或者是已经取得了一定科学成就

的科学家。两栖作者在中国的国际合作中，在缩小中国与

先进国家的差距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我们对

2001 年和 2005 年的部分抽样数据的调查结果（见图 4），

除德国外，其余7个国家的论文Aa数量在时间跨度为5年

的前后两年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美国从2001

年的 179篇增加到 2005年 512篇，增幅在 186%。加拿大

从 35 篇增加到 106 篇，增幅为 203%。除英国外，其他 7

国 2005 年论文 Aa 占论文 A 的比例均在 50% 以上。这一

数据充分说明，作为两栖作者的海外华人学者在中国的国

际合作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图 4    2000 年和 2005 年论文 Aa 的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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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论文 C

论文C的最大特征是在中国的国际合作论文中，作为

合作国的合作者全部是华人。这类论文可以用来表征海外

华人在与中国进行国际合作研究过程中的独立性。

我们对2001－2005年中国与8国合作的全部论文进

行了统计，结果表明，8 个国家的论文C 数量在过去的 5

年中都在稳步增加（见表 3）。不仅如此，对论文 C 占论

文 A 比例的统计还表明，在论文 A 中，各国的论文 C 的

比例在10%至35%不等。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一比例最高，

2005年分别为34.7%和32.8%。这一数据说明，美国和加

拿大的华人学者不仅在与中国的国际合作中表现得非常活

跃，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独立合作能力。

表 3 论文 C 的分布及其占论文 A 的比例

合作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论文 C/ 论文 A

2001    2005

美国 844 945 1243 1464 1942 29.8% 34.7%

英国 144 215 222 301 373 12.1% 17.9%

加拿大 103 153 215 289 356 20.8% 32.8%

澳大利亚 105 163 211 257 280 22.0% 29.2%

日本 114 141 162 201 212 8.1% 9.1%

德国 75 98 138 139 132 14.6% 9.7%

法国 45 51 58 81 114 12.1% 13.9%

韩国 21 23 40 57 55 7.3% 8.1%

3.4  论文 D

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一般来说是一篇论文的骨干作者

（除个别领域，如数学、高能物理领域等）。我们对论文D

的统计，就是为了考察海外华人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作为骨

干作者的论文有多少。论文D的调查是基于2001－ 2005

年中国与8个国家的合作论文（为了排除大科学领域按作

者姓名音序标注的做法，特删除作者在 10 人以上的合作

论文）。调查表明（见表 4），论文D在发展趋势上与其他

类型论文一样，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但是在论文D占合

作论文总量的比例上来看，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

2005年与 2001年相比，论文D占合作论文总量的比例不

仅没有上升，而且多数国家略微有所下降；二是论文D占

合作论文总量的比例普遍要低于论文 A 占合作论文总量

的比例。这两个现象说明，在现阶段，海外华人作为骨干

力量与中国开展国际合作已经有了一定的比例，但这种骨

干作用在中国的国际合作中并不居主流地位。

  表 4 论文 D 的年代分布及其增长率

国别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5 年与 2001 年相比的增长率(%)

论文 D 合作论文总数

美国 707 (27.2%) 765 994 1 195 1 286 (26.1%) 82 90

日本 210 (16.1%) 254 262 309 333 (15.9%) 59 61

英国 118 (10.6%) 195 165 205 208 (11.6%) 76 61

加拿大 96 (21.1%) 126 164 197 207 (22.2%) 116 105

澳大利亚 105 (23.7%) 114 166 191 171 (20.0%) 63 93

德国 78 (17.0%) 114 155 114 132 (12.1%) 69 138

法国 32 (10.8%) 33 52 45 61 (10.4%) 91 98

韩国 41 (18.6%) 64 55 63 54 (10.1%) 32 143

注：括号中的数字是论文 D 占合作论文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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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民族情结：合作中的一种驱动力

人们总是将“民族情结”一词与“狭隘的民族主义”

联系在一起，似乎它与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毫不相干。但

是，我们的研究中所揭示的“华人现象”，却又不得不令

我们得出这样的判断：民族情结在中国的国际合作中起到

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可以说，在国与国的科学合作

中，民族情结是一种驱动力。1976年 12月10日，在瑞典

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里，一位华裔学者走上了诺贝尔

物理学奖的领奖台，并用汉语作了演讲。他说，因为我是

炎黄子孙，我想让全世界都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这就是

一个科学家的民族情结。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位科学

家往来于中国和美国，为中美科学合作做出了很大的贡

献。目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海外华人科学家分布在世界

各国。他们当中不乏有拳拳报国之心者。他们正在为中国

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当每一个人的力量

汇聚起来的时候，就形成了今天我们在中国的国际合作中

所观察到的“华人现象”。

4.2 社会基础：华人作用的必然性

中国国际合作中的“华人现象”具有深厚的社会基

础。这是一种建立在合作国双方的跨国的社会基础。就中

国而言，从中国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海外华人，他们有着

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有着相同的语言，有着与中国同行

密切的社会关系等等。这些因素构建起海外华人所独有的

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也是海外华人在与中国进行国际

合作的优势所在。就合作国而言，大量的中国学子求学于

别国，并居留在别国，成为别国社会的一分子。海外华人

科学家的群体规模是其他国家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重要的社

会基础之一。没有成规模的海外科学家群体，也就不会出

现今天中国国际合作中的“华人现象”。

在本项研究中，美国的“华人现象”最为突出，这与

在美华人科学家的数量是分不开的。据 2006 年美国科学

与工程指标的统计，中国在美国的研究生从1987年的2万

人增长到 2004 年的 5万人；1983 － 2003 年，有 3.5 万个

中国留学生获得美国的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5]。另据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截止到 2003 年，在美的华人博

士有 6.25万人，其中年龄在 35岁以上的占 82%，在教育

机构工作的占37%[6]。也就是说至少有 1.9万名35岁以上

的华人博士学位获得者在美国的科研与教学机构工作。这

些华人学者至少已经有了若干年的工作经验，具备了与中

国科学界进行合作的可能性。有了这样一个华人科学家群

体，华人科学家在中美合作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就是一

种必然的结果了。

4.3 华人学者：桥梁作用

我们的分析已经揭示了中国国际合作中的“华人现

象”。这里，我们还将进一步分析华人学者在中国国际合

作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对 2005年中国国际合作论文中的通讯作者或第

一作者做了进一步的统计，将该类论文区分为中国作者、

海外华人作者以及外国作者。结果发现，在全部论文中，

中国科学家作为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的论文占50%以上，

外国科学家次之，华人科学家作为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的

论文仅占 10%～26%（见表 5）。

4 对统计结果的分析4 对统计结果的分析

表 5 对论文 D 和论文 C 的进一步统计（2005 年）

美国 2 574（52.3％） 1 286（26.1％） 1 064（21.6％） 1 421（73.2％） 521

韩国 250（46.8％） 54（10.1％） 230（43.1％） 41（74.5％） 14

日本 1 089（52.1％） 333（15.9％） 667（31.9％） 168（79.2％） 44

德国 571（52.8％） 132（12.2％） 379（35.0％） 111（84.1％） 21

法国 289（49.3％） 61（10.4％） 236（40.3％） 92（80.7％） 22

英国 1 155（64.3％） 208（11.6％） 433（24.1％） 289（77.5％） 84

加拿大 488（52.4％） 207（22.2％） 237（25.4％） 254（71.3％） 102

澳大利亚 473（55.5％） 171（20.0％） 209（24.5％） 199（71.1％） 81

全部合作论文通讯（第一）作者 论文 C 中的通讯（第一）作者

国别
中国科学家 海外华人 非华人科学家 中国科学家 海外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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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论文 C 的进一步统计表明，在作者全部为汉语拼

音的合作论文中，中国科学家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占总

论文量的73%～80%，而华人学者仅占20%～27%。这些

数据表明，中国科学家在表征骨干作用的指标中具有较

高的显示度。而海外华人学者更多地扮演参与者的角色。

由此看来，海外华人在现阶段中国的国际合作中所起的

作用主要是“桥梁”和“纽带”作用。他们在帮助中国科

学家建立国际合作通道，寻找国际合作伙伴中起到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

4.4 政府之手：政策效应

中国国际合作中出现“华人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中国政府的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政策发挥了重要

作用。

从 1978 年到 2005 年底，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

93.34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 23.29万人。目前在外

的留学人员有 70.05万人，其中，有 51.28万人正在国外

进行学习、合作研究、学术访问等[7]。从这一数据推算，

大约有 20 万人长期居留在其他国家。对于这样一个群

体，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多种政策和措施吸引他们参

与到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设有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2000－2005年共资

助了 431 个研究项目[8]。中国科学院自 1997 年起在“百

人计划”中增设了引进国外杰出人才的计划。到2004年，

共引进了 850 名[9]。教育部于 1998年开始实施长江学者

计划，其主要宗旨是通过特聘教授岗位制度的实施，延

揽大批海内外中青年学界精英参与我国高等学校重点学

科建设。至 2005年底已经有 707位特聘教授和 210位讲

座教授成为“长江学者”，其中 2005年招聘了 88位讲座

学者。他们来自许多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几乎全部

是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仅有 3 位。来自美国的“长江

讲座学者”有 61 位，占总数的 69%[10]。

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逐步出台了一系

列吸引海外华人学者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作为政府之

“手”正在引导海外华人学者加入到中国的国际合作之中。

本文所观察到的“华人现象”应该说也是中国政府多年来

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所形成的“政策效应”。

5 结论5 结论

中国现阶段国际合作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因素有两

个：一是海外华人学者的民族情结；二是中国政府强有力

的政策措施。当然，中国科学自身在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是

其中一个重要的合作基础。从中国国际合作中的“华人现

象”来看，华人学者发挥了很重要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中国现阶段国际合作的主旋律仍然是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

距。随着差距的缩小，中国科学技术实力的增强，国际同



科学观察  2007年 第2卷 第6期 27

研 究 论 文

行一定会对中国科学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我们预计，

中国的国际合作论文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还会快速持续地

增长。中美合作中论文 A 和论文 B 会同时增长，但论文

B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而比例加大，逐渐超过论文A。

其他国家则会因中国学者在该国的增加而出现论文 A 比

例加大的趋势。从今后更长时期来看，非华人学者中间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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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着更加巨大的合作潜力，这是因为全世界的华人学者相

对于全世界的科学家来说仅仅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华人学

者与中国学者合作的数量会趋向于饱和。可以说，中国国

际合作中的“华人现象”是中国科学从“封闭”到“开放”，

再到“融入”世界科学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现象，也是一

种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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