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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件的附件中载有在“知识产权(IP)与人才流失项目”(CDIP/7/4 Rev.)下开展的“测绘工作

研究”的内容提要。该项目是发展与知识产权委员会(CDIP)在 2011 年 5 月举行的第七届会议上批准的。

研究利用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中的发明人国籍和居所信息，对 1991-2010 年间知识工作者的流动模

式进行了描述。 

2. 请 CDIP 注意本文件附件中所载的

信息。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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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导  言 

技能工作者的国际流动及其经济影响已经成为重要的发展议题。知识产权(IP)与人才流失项目尝试为

这一议题创建新的观点，方法是对专利数据进行发掘，对一类特殊的高技能移民——发明家进行揭示。

具体而言，通过对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中的发明人国籍和居所信息进行研究，本研究对科学家和工

程师的移徙进行了测绘，从而建立了一个高技能移徙的不完全地理。本文件详述了 1991-2010 年间的

发明人流动模式。其所依据的分析完全是描述性的，本身并不对技能移徙的前因后果提供证据。 

主要概念 

“国际移徙”可定义为“离开原籍国或惯常居住国的人的迁移，目的是在他国永久或临时居住下来”

(IOM，2008 年，第 495 页)
1
。具体而言，“有技能的个人国际流动”被定义为一类人的跨境流动，这

类人“通过高等教育或职业经验，获得了从事(高技能)职业一般所需的资历水平”(同上，第 494 页)。 

“人才流失”被定义为“受过教育和有天赋的人员从原籍国向他国的移徙，使前者的技能资源流失”

(同上，第 492 页)。与其他国际要素流动不同，“人才流失”一词暗示有天赋的人的净流动严重偏向

一个方向(Salt 1997)
2
。 

这种现象具有严重影响输出国的可能性，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经济体。具体而言，技能工作者的离

境，直接降低了一个经济体的人力资本基础。经济发展前景受到缩减是不可避免的后果。在较长期，

返回移徙的可能性——和随之而来的“人才流入”——以及海外散居者的经济贡献，可能缓解人才流

失的最初损失，甚至可能使技能移徙变得对社会有益。但是，熟练工作者移徙的较长期效果仍然是一

个经验性问题。 

人口普查是最常用的信息源 

我们在认识技能工作者移徙效果上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 15 年新的可用数据。这些数据是人

口普查中统计的目的地国移民信息。 

特定国家甲国的向外移徙率可以定义为甲国本土人口中居住在国外者相对于甲国本土总人口的比率。

同样，有技能者的向外移徙率，即“人才流失”率，为居住在国外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国民和居住在本

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之比。 

据估算，2000 年全球向外移徙率约为 2.4%，这是从人口普查数据中提取的。在所有地区，受过高等教

育者的向外移徙率大大高于总的向外移徙率。非洲高技能者的总向外移徙率约为 10.6%，是众所周知

的高值，与其他来源地区和世界平均水平 5.4%相比尤为如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拉美)地区也表现出

较高的高技能者向外移徙率(8.8%)。与此同时，北美洲的人才流失率仅为 1.38%。 

                                                      

1
  IOM，2008 年。“2008 年世界移徙：在发展中的全球经济中管理劳务流动”。瑞士日内瓦：国际移民组织。 

2
  Salt, John，1997 年。“高技能者的国际流动”(“International Movements of the Highly Skilled”)。经

合组织社会、就业和移徙工作文件 3。经合组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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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口普查的数据集有某些局限性 

基于人口普查的数据集尽管对经济研究有价值，但存在某些局限性。例如，存量移民数据集一般仅覆

盖一年，最多两年。此外，数据每十年才发布一次——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甚至还未向大众发布！ 

而且，现有数据集中，多数在提供技能分组数据时依据的是三级教育水平，这仅对技能提供了一种非

常粗糙的区分。具体而言，高等教育可能包括非大学高等学位、本科大学学位、研究生学位和博士学

位。移徙在输出国和收容国的经济效果可能在不同类型的受过高等教育者之间存在差异。 

着眼于发明人移徙 

像本报告所作的那样，着眼于专利申请中所记录的发明人移徙，可以克服许多与基于人口普查的数据

有关的局限性。它所记录的一类具体的高技能工作者所具有的同质性，必然要高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工

作者整体群体。此外，还可以说，发明人具有特殊的经济意义，因为他们创造的知识是技术和产业转

型的根源。 

PCT 申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特征：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同时记录了申请人的居所和国籍。这是由于 PCT

要求，只有 PCT 缔约国的国民或居民才能提出 PCT 申请。为了核实申请人至少符合两个资格标准之一，

PCT 申请书表格要求同时提供国籍和居所。 

与此同时可以发现，2012 年之前，美国专利申请程序要求 PCT 申请书中的所有发明人也要被列为申请

人。因此，如果某一 PCT 申请将美国列入申请人考虑申请专利的国家，即申请书中所谓的指定国，所

有发明人均被列为申请人，并确保填写了他们的居所和国籍。实际上，多数 PCT 申请属于这种情况，

这反映了美国作为全球最大市场的受欢迎度。 

因此，80.6%的发明人有国籍和居所信息。更具体地说，PCT 记录为 2004 年和 2011 年之间的所有国家

提供了很好的发明人国籍和居所信息覆盖面。2004 年之前，除加拿大、荷兰和美国之外的多数国家较

高。不幸的是，作为美国专利改革一个意料外的后果，PCT 记录中的发明人国籍和居所信息覆盖面从

2012年 9月起开始大幅缩小。 

发明人流动性大 

PCT 记录显示，发明人的移徙率非同寻常地高——1991 年和 2000 年之间的十年时间窗口为 7.46%，

2001-2010 年窗口中为 9.95%。与之对照，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移徙率为 5.4%。

这样，发明人的流动性高于总体上的技能工作者，而技能工作者的流动性已经高于总人口。 

2001-2010 年期间，北美洲及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区显示了最高的发明人向内移徙率，分别为 17.76%和

12.0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国家的发明人向内移徙率为 10.26%——高于非经合组织国家

(6.13%)。按世界银行 2012 年分类的高收入经济体也显示出 2001-2010 年期间较高的平均向内移徙率

(10.47%)，高于上中等收入和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分别为 3.39%和 2.04%)。 

移入的发明人高度集中于欧洲和北美洲 

2001-2010 年期间，移入的发明人中，有 95.34%居住在一个经合组织国家，97.7%居住在一个高收入经

济体。北美洲在这些数字中的比例最高：59.30%的移入发明人居住在北美洲。此外，31.87%居住在欧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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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层面，2001-2010 年期间，美国容纳了移入发明人的多数，占 57.17%。美国之后，存量移入发

明人较高的其他国家包括德国(7.44%)、瑞士(6.00%)和联合王国(4.63%)。如果考查来自非高收入国家

的移入移民的地域分布，美国是目前最大的目的地国(74.87%)，显示美国对中低收入国家发明人移民

尤其具有吸引力。 

另外，在美国的移入发明人的数量是居住在国外的美国发明人数量的 15 倍——见图表 E.1。有趣的是，

尽管发明人流入量较高，但德国和联合王国移出的发明人多于移入的发明人。加拿大和法国同样表现

出负的发明人净移入值。 

图表 E.1：向内和向外移徙的发明人(单位：千)和移徙净值，2001-2010年 

 

中国和印度是美国移入发明人的主要来源。其他国家在来源地分布方面似乎各有特色；充其量说来，

分布情况反映了地域上的接近和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根源。 

学术机构显示出较大的向内移徙率 

专利申请方面排名靠前的高校和公共研究中心，在最重要的接受国排名靠前的 PCT 申请人中，拥有一

些最高的向内移徙率。这是由于高校和公共研究组织具有国外高技能工作者“进入点”的优势。这与

评价技能移徙的福利影响有关：如果人才流失是在教育阶段发生的，特别是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发生的，

那么输出国可能有更高的机会将人才流失转为人才流入，因为未来的返回者要有可以带回本国的宝贵

技能。 

如图表 E.2 所示，高校向内移徙率在 20 个选定的目的地中的 15 个要高于企业的向内移徙率，而且往

往高出许多，确认了高校和研究组织更大的开放性。只有比利时、荷兰、芬兰、西班牙和意大利未显

示出学术人员高于企业发明人的向内移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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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E.2：向内移徙率。高校相对于企业发明人，2001-2010年 

 

移入发明人为收容国的技术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调查移入移民在收容国经济中的贡献，一种可提供观点的方法是研究列出移民发明人的 PCT 申请

被引证的次数。经济学文献已经将引证次数用作一个专利内在质量的衡量标准。具体而言，可以考查

列出的发明人至少一个有移民背景的所有专利所占的份额，并将其与突破性专利中列出的移民背景发

明人的份额相比较，突破性专利的定义是申请后 5 年内引证次数最多的前 5%专利。结果显示，移入移

民的比例在突破性发明中成系统地高于所有 PCT 专利。尽管引证结果方面的差异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解

释，但它一般显示出移入移民为收容国的技术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非洲国家和加勒比国家受发明人人才流失影响最大 

如前所述，有移民背景的发明人全球比例在 1991 至 2000 年间为 7.46%，2001-2010 年之间为 9.95%。

但是，高收入国家在这两个时间段中的发明人向外移徙率分别仅为 4.99%和 5.92%。低收入、下中等收

入和上中等收入国家要高得多——2001-2010年分别为 87.56%、53.07%和 30.30%。 

分别按洲计算发明人的向外移徙率，出现的差异很大。与预期的一样，而且也与受过高校教育的个人

一样，拉美地区以及尤其是非洲地区遭受的发明人人才流失最严重，两个期间的比率在 32%和 42%之间。

与此同时，其他各洲表现出的向外移徙率在 10%至 13%之间，例外是北美洲，仅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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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E.3 中的地图描绘了 2001-2010 年时间窗口的向外移徙率，即“人才流失”率。地图确认，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非洲经济体，受发明人“人才流失”的影响最严重。但是，一些拉丁美洲

和亚洲经济体似乎也遭受了发明人人才流失。 

图表 E.3：人才流失率，2001-2010年 

 

移出发明人的分布比移入发明人的分布更均匀 

与相对发明人向外移徙率相反，移出发明人绝对数最高的来自高收入国家，例外是中国和印度。具体

而言，联合王国、中国、德国和印度在 1991-2000 年间在移出移民总数上排名靠前。2001-2010 年，

中国和印度拔得头筹，与一些最大的欧洲国家一同，占了移出发明人中的大多数。与向内移徙模式相

比，移出发明人的分布在各国之间更为均匀：2001-2010 年期间，美国一国接收了所有移入发明人的

57%，而 6 个排名最靠前的向外移徙来源地，即中国、印度、德国、联合王国、加拿大和法国，占所有

移出发明人的 57%。 

表 E.1：各国移出发明人在向外移民总数中所占的比例 

向外移民总数，1991-2000年 向外移民总数，2001-2010年 

国  家 向外移民 
占向外移民 

总数的份额 
国  家 向外移民 

占向外移民 

总数的份额 
联合王国 8,930 13.11 中  国 53,610 15.75 

中  国 8,206 12.05 印  度 40,097 11.78 

德  国 7,216 10.60 德  国 32,158 9.45 

印  度 5,193 7.63 联合王国 27,746 8.15 

法  国 3,350 4.92 加拿大 21,315 6.26 

加拿大 3,286 4.83 法  国 19,123 5.62 

美  国 3,205 4.71 美  国 11,131 3.27 

意大利 2,068 3.04 意大利 9,820 2.88 

奥地利 1,993 2.93 荷  兰 9,132 2.68 

荷  兰 1,986 2.92 韩  国 9,127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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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人数据显示移出移民的生产率高于本国非移民 

为了更好地认识发明人人才流失的经济影响，可以考查离开本国者和留在本国者之间的业绩对比。具

体而言，可以研究列出“留下的”发明人的专利所得到的平均引证数，和列出相同国家移出发明人的

专利得到的平均引证数。对于多数国家，结果显示，移出发明人平均得到的引证数多于非移民国民。 

美国在人数最多的发明人移徙走廊中的多数中出现 

查看人数最多的发明人双边走廊时，美国作为目的地国家在排名中出现的次数最多，而其他高收入经

济体通常是来源国，例外是中国和印度。把美国从分析中去除，则欧洲内部的发明人流动占据了最大

的走廊，但有一些有意思的例外。 

图表 E.4 显示了 2001-2010 年间输出国不是高收入经济体的前十大移徙走廊。它形象地显示了美国作

为目的地国的重要性。它还显示了中国和印度作为输出国的重要性，而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罗马

尼亚和墨西哥正在成为其他输出大国。 

图表 E.4：前十位南北移徙走廊，2001-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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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发明人去向何方？ 

发明人人才流失的程度似乎在非洲大得不成比例，比高等教育向外移徙率更为明显。但是，在非洲内

部，南非、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等国遭受的发明人人才流失似乎较轻。 

非洲移出发明人主要居住在美国和欧洲(图表 E.5)。2001-2010 年，他们在美国所有移入移民中占

1.53%，在欧洲所有移入移民中占 2.15%。在欧洲，法国接收了居住在欧洲的所有非洲发明人中的 37%，

这很可能反映了共同的语言和历史纽带。在美国和欧洲之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沙特阿拉伯

等其他国家是非洲发明人的重要目的地。有趣的是，南非在吸引非洲内部人才方面似乎是一个区域中

枢。 

 

图表 E.5：非洲发明人去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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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发明人去向何方？ 

对于拉美地区，较小的国家遭受的人才流失似乎最严重。与此同时，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智利

和阿根廷等较大的国家受到的影响较小。图表 E.6 描绘了最受拉美发明人欢迎的前十大目的地。与非

洲移出发明人一样，美国和欧洲排名领先。从相对值看，拉美发明人占美国所有移入移民的 3%，占欧

洲所有移入移民的约 2%。但是，前往美国的拉美发明人移民的绝对数是前往欧洲的发明人人数的两倍

以上。与非洲发明人不同，法国在欧洲的排名不再领先；领先的是德国，接下来是瑞士、西班牙和法

国。历史纽带和共同语言解释了西班牙吸引拉美大量人才的原因。有趣的是，排名中十个国家的 3 个

是该地区的国家：巴西、墨西哥和智利。 

 

图表 E.6：拉丁美洲发明人去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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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发明人去向何方？ 

图表 E.7 描绘了最受这些地区的发明人欢迎的前十大目的地。与拉美地区，尤其是和非洲相比，中东、

南亚和东亚、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区移出发明人的绝对数要大得多。从这些地区向外移徙的发明人有两

大特征。一是前往美国的发明人所占比例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很高。例如，该地区向外前往美国的移

民发明人人数是前往欧洲的 9 倍。他们在 2001-2010 年间美国所有移入发明人中占 54.4%——比非洲

和拉美发明人在美国的移入移民份额高出许多。中国和印度往美国的移民流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一

结果，尽管其他国家也发挥了作用。第二，同一地区的国家也在前十大目的地榜上有名。具体而言，

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大韩民国、中国和马来西亚从世界这一地区吸引了大量发明人。 

 

图表 E.7：中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发明人去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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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中亚的发明人去向何方？ 

与分析过的其他地区不同，来自这一地区的多数移民发明人不是前往美国，而是留在欧洲和中亚，其

中多数具体是在西欧内部流动或者流往西欧。美国在吸引这一地区的人才方面排名第二，占美国所有

移入移民的 31%。西欧的高收入地位、语言纽带和西欧劳工市场的开放，可能解释了这种大的区域内

发明人流动。但是，在研究欧洲国家和中亚国家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国时，美国仍是多数个体来源国的

首选目的地。 

图表 E.8：欧洲和中亚的发明人去向何方？ 

 
 

 

结束语 

本报告利用 PCT 申请中可用的发明人国籍和居所信息，描述了一套新的移民发明人全球数据集。通过

使用专利数据来测绘高技能工作者的移徙模式，可以克服现有移徙数据集的一些局限性。 

尽管有若干防止误解的说明，但这一新的数据集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捕捉了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现象。

实际上，本报告中所介绍的描述性概览，显示它与人口普查数据中发现的移徙模式和趋势相符合。与

此同时，这个数据库打开了新的研究渠道，有可能产生崭新的经验视角，可以作为创新政策和移民政

策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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