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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流动日益频繁。

科学家的跨国流动推动了依附于其身上的知识，特

别是隐性知识，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扩散[1]，促进

了技术创新[2]。在此背景下，各国家与地区纷纷根据

自身优势，推出人才政策，以期通过吸引人才流入促

进区域经济发展。一直以来，美国都是科学家流动

的主要流入国。然而，随着美国公共部门研发经费

投入的减少和移民政策的收紧，越来越多的非美籍

科学家开始离开美国，选择回到其祖国工作[3]。学术

界开始越来越关注，离开学术中心的科学家是否能

够促进科学知识从学术中心向非中心国家的扩散，

并促进非学术中心国家的科学进步。

特别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引才力度的加大，海

外青年科学家回流已成为时下中国最重要的人口学

现象之一。从数量上看，青年科学家是海归科学家

群体的主体；从知识扩散的角度看，青年科学家处于

学术研究最活跃的阶段，掌握着关键的知识和技术，

是知识扩散的重要载体。因此，研究海归青年科学

家对知识扩散的影响，兼具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

义。当前，关于海归科学家的研究主要使用描述性

分析与案例研究等方法对科学家流动的特征与规律

进行总结，鲜有实证研究关注跨国流动对知识扩散

的因果效应。

本文以青年千人计划获得者(以下简称“青千”)
为例，回答以下研究问题：青千回国能否促进国外知

识在国内学术界的扩散？这一作用是否存在学科差

异？作用背后的机制是什么？笔者收集了2011-2013
年四批入选青年千人计划的科学家的个人简历，并

从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获取科学家SCI论文及引

科学家跨国流动促进了知识扩散吗？
——基于青年千人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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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数据。为了克服选择性偏误，本研究运用粗糙完全

匹配方法(CEM)构造青千科学家的对照组，并应用双

重差分模型(DID)研究回国对青千知识扩散的影响。

本研究首次证实了中国青年科学家跨国流动对

知识扩散的正向效应，在理论上具有先导性。跨国

流动带来的知识扩散效应有利于缩小发展中国家与

世界知识中心的距离，以及促进知识在全球范围内

实现共享和传播，从而促进和保持国家和区域内的

经济、科技与创新活力。同时，本研究在方法上也

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①运用严谨的政策评估方

法，使用 CEM+DID方法克服了选择性偏误估计政

策的效果，为拓展公共政策研究的实证经验提供了

依据；②本文使用论文引用数据测度知识扩散[4]，且

首次在国内研究中使用消歧后的科学家论文发表数

据为基础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方

法论上的参考。

2 文献综述

科学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传播与扩散从来就

不是凭空发生的，通过对以往研究的追溯，发现大量

关于科学知识生产的文献出现在经济学、社会学领

域[5-7]。与此同时，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以及其对于溢

出的强调使得研究的重点聚焦于知识如何在个人、

机构和区域之间流动[8，9]。由于知识传播于无形，且很

少留下痕迹，因此测量知识扩散的难度极大[10]。尽管

如此，仍有不少学者尝试量化知识扩散的方向和速

度。经济学和科学计量领域的学者尝试使用“论文—

论文”的引用关系测量学术界的知识扩散过程[11]，使

用“专利—专利”的引用关系[12]或者“专利—论文”的

引文数据[13，14]刻画知识从学术界扩散到业界的过程。

研究科学家流动对知识扩散的影响，需要克服

内生性问题[15-18]。内生性的源头来自科学家的流动

行为并非随机发生的。例如，学术影响力大、科研能

力强的科学家更倾向于流动，无论流动与否，他们的

论文都更有可能被流入地的科学家引用。因此，直接

对比流动的科学家和未流动的科学家的论文被引次

数，有可能会高估流动对知识扩散的作用。Azoulay
等[19]观测 9，483位精英科学家的职业流动，在“科学

家—文章(专利)”的组合层面进行匹配，发现科学家

的文章被流动前机构的引用并不受科学家离开的影

响。在这一研究思路的启发下，学者们开始将理论

视野拓展到科学家的跨国流动对知识扩散的影响。

Kahn和MacGarvie[20]使用249名富布莱特学者计划的

入选人的论文数据，通过匹配控制组，发现富布莱特

学者回国对其知识在国内扩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并且该正向作用主要有利于科学环境相对薄弱的国

家。与Azoulay等人的研究不同的是，该研究在科学

家层面而不是论文层面进行配对，以此解决内生性

问题，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参考。Ganguli[21]聚
焦移民至美国的前苏联科学家群体，同样采用论文

层面配对的方法，证明了移民科学家促进了前苏联

的科学知识在美国的传播，并且在俄罗斯科学家移

居美国后，苏联时代论文的引用量相较于对照组论

文显著增加。事实上，跨国流动的科学家是十分重

要的隐性知识的载体，作为“科学中间人”，他们通过

跨国流动整合不同国家的信息与资源，不仅助力于

实现科学界基础研究领域的知识创新，更促进了业

界开发新产品、引进新技术的技术创新[22]。

当前跨国知识流动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创新经济

学与图情领域的研究热点。刘云和程旖婕使用全球

52个国家和地区的引文数据，分别从个体和国家两

个层面研究了国际知识流动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

制[23]。李平等[24]使用CSCD数据库的引文数据，发现

由国际引文带来的技术知识扩散对中国技术创新能

力的正效应。林波等 [25]使用专利的引用指标，以中

美两国碳纳米管技术领域为例，构建了国家专利技

术的知识流动模型。后续学者在测度海归学者的知

识扩散方面进行了探索。孟晋宇等[26]以赴美留学后

归国并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海归学者为研究对象，

从论文数量、论文质量、论文贡献度和知识转移意愿

四个维度构建了知识转移的绩效测度算式，证实了

海归学者的知识转移是其实现知识创新的关键途

径。特别地，作者考虑了重名问题，使用了科学家的

姓名变形及履历的检索方法，并辅以人工核对的方

式以最大程度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通过回溯人才流动与知识扩散的经典文献，笔

者发现当前面临三个重要的挑战：①宏观层面分析

较多，聚焦于流动的科学家个体层面的研究不足；

②当前研究中观测到的正效应未考虑到内生性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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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③较少论文关注了中国科学家姓名歧义问

题，尽管有学者尝试解决作者的重名问题，然而普遍

还是以科学家履历筛选为主，辅以手工核对，然而这

一做法不仅耗时耗力，且不具备可复现性。基于此，

本文通过在科学家个体层面进行匹配以控制科学家

的科研能力差异克服内生性问题，并开发基于科学

家简历和论文引用关系的消岐算法。

3 制度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

色的人才政策体系框架，主要包括三个阶段：1978-
1992年以人才解放和科技体制改革为主要方向的改

革开放初期、1992-2005年以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为

方针的战略实施阶段、2006年至今以海外引才为重

点的改革成型期。我国人才政策体系的发展过程呈

现出以下趋势：①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愈发注

重质量而非数量；②在中央主导下，各级地方政府从

不同层面推出了一系列配套的引才计划，形成了多

层次全覆盖的人才体系；③引才的重点从前期主要

专注于吸引拥有海外留学及工作经验的人才归国转

向同时吸引外籍人才，充分促进了人才在全球范围

内的合理流动。

近年来，中国在引进科研人才方面投入巨大，各

大部委相继推出一系列的人才项目，为我国的科技

实力的迅速提升奠定了人才基础。其中，青年千人

计划作为面向海外高层次青年人才的领军计划，为

我国海外人才引进做出了突出贡献。2010年，中央

人才协调小组批准通过了《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

进工作细则》，青年千人计划正式启动，计划从 2011
年起 5年内引进 2，000名左右海外青年人才归国工

作，主要待遇为中央财政给予每位入选者一次性 50
万元的生活补贴，三年 100—300万元的科研经费补

助。青千的入选条件是：主要面向自然科学或工程

技术领域，年龄不超过40岁，在海内外知名高校获得

博士学位并有3年以上的海外科研工作经验。青年

千人计划实施以来，已超额完成5年引进2，000人的

目标，并且 2017年起至今青年千人计划依然持续实

施，已逐渐成为海外引才的新常态。青千计划还带

动了地方政府、高校一系列配套计划的实施，成功吸

引了大批海外青年人才归国，极大调动了青年科技

人才的科研热情，青千逐渐成为了我国科技创新人

才队伍中的中坚力量。

由于目前青年千人作为我国最重要的针对青年

科学家的引才计划，其政策代表性、引进人才的质量

以及全职回国的要求为本研究提供了优质的观测样

本条件；同时，政策带来的天然冲击为研究跨国流动

提供了理想的实证场景。因此，本文选取青年千人

计划入学者为研究样本以探析青年科学家的跨国流

动对知识扩散的影响。

4 数据与方法

4.1 数据

本文的数据准备过程分为两个部分：收集科学

家数据和筛选其论文数据。在第一部分，首先以

2011-2013年四批青年千人获得者共 721位青年科

学家为研究对象，通过千人计划官网收集入选名单，

并通过大学官方网站、Linkedln等网站手工收集721
位科学家的简历，整理青年科学家简历数据库，包括

科学家姓名、年龄、性别、本科至博士的毕业院校、毕

业时间、专业、博士毕业后到目前的所有工作或学习

机构以及在该机构的起止年份等数据；之后排除了

目前并不在学术界工作以及并未全职回国的科学

家，共获得 599位观测科学家样本，其中 394位科学

家获得海外博士学位；然后采用粗糙完全匹配方

法①，基于 ProQuest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在个体

层面为所有博士毕业于海外高校的科学家匹配了毕

业于同一博士院校、同一专业、毕业年份临近但并未

回国且仍在学术界工作的华人科学家作为控制组样

本。最终，笔者为207位实验组科学家匹配了541位
对照组科学家。

在筛选科学家论文时，本文采用监督学习的方

法，思路如下：

(1)根据科学家姓名的三种写法②，从WoS SCI数
据库选取其截止到2017年底的全部SCI论文作为备

选集P0；

(2)从 P0中选择论文的发文单位(Affiliation)与科

学家简历中的工作机构匹配，且论文发表年份与其

工作年份相差不超过n1年的论文构成P1；

(3)从P0与P1的差集中，选择与P1论文存在引用

关系的论文加入P1，不断迭代直到P1不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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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P1中选择论文的发文单位与科学家简历中

的工作机构匹配，且论文发表年份与其工作年份相

差不超过 n2年的论文构成 P2，最终的 P2便是科学家

的论文集合。

参数 n是上述过程中唯一的参数。笔者手工收

集了50位科学家的2，798篇论文作为准确集，并按照

7∶3的比例分成了训练集和测试集。使用F1-score作
为评价指标，在训练集上的最优参数为n1=2；n2=5，在
测试集上模型的F1值为0.91。将该消歧算法应用于

全部的观测科学家样本，获得了最终的两组共506位
科学家的 17，727条论文数据，平均每位科学家发表

论文35篇。论文集合中包含科学家回国前发表的文

章共 6，719篇，回国后发表的文章共 11，116篇。样

本集中506位科学家涵盖数理科学、化学、工程与材

料科学、生命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和信息科学六个

领域，其学科领域分布见图1。
基于上述数据，本研究在回国前发文数量、回国

前加权 JIF(Journal impact factor期刊影响因子)的发

文数量、回国前第一作者发文数量和回国前最后作

者发文数量四个维度上进行匹配，以保证两组科学

家回国前在以上四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最

终，得到161位实验组科学家和345位对照组科学家

作为观测样本。

4.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核心研究问题是探析青年科学家跨国

流动对其知识扩散的影响，利用CEM匹配的样本结

合DID模型推断主效应。本文的观测单位是科学家

人—年，核心CEM-DID分析模型如下：

E[yi，t｜Xi，t]=β0+β1×treat×post+β2Xi，t+ηs+δt+εi，t

本研究在粗糙完全匹配的基础上，运用了DID
双重差分模型探析因果效应。其中，yi，t是本研究的

核心因变量，即科学家每人每年被国内知识机构引

用的次数。treat×post是本研究关心的核心自变量，

treat为是否获得青千，post是回国前后的时间差异，

其交互项系数反映了政策实施的净效应。X为控制

变量，包含表征科学家特征的协变量，即性别、博士

院校排名、博士毕业国家、本科院校排名、本科毕业

国家、本科是否在海外就读以及本科毕业年份。模

型中也包括了学科和年份的固定效应。表1为回归

表1 主回归模型的变量定义

变量
Treati
Postt
Genderi
Disciplinei
Yeart
Return_yeari
PhD_ranki

PhD_countryi

Bachelor_countryi

Bachelor_overseasi
Bachelor_graduation_yeari
No. of Chinesecite 1it
No. of Chinesecite 2it

定义与取值
入选青千回国的实验组为1，对照组为0
年份在回国年份之前为0，之后为1
科学家 i为男性取1，女性取0
科学家 i所在学科领域
t的年份
科学家 i回国时的年份

科学家 i博士院校排名，分类变量：1—排名 1-10，2—排名 11-50，3—排名 51-100，4—排名 101-
200，5—排名201+
科学家 i博士学校所在国家/地区，分类变量：1—美国，2—欧洲，3—亚洲国家/地区，4—其他国家

科学家 i本科学校所在国家/地区，分类变量：0—中国，1—美国，2—欧洲，3—亚洲其他国家/地区，
4—其他国家

科学家 i本科学位在海外获得取1，在国内获得取0
科学家 i的本科毕业年份
如果一篇论文的被引文章有一个来自中国的机构，那么则视为被国内机构引用
如果一篇论文的被引文章全部来自中国的机构，那么则视为被国内机构引用

图1 学科领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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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全部变量与定义。特别地，关于核心因变量，

本文采用两种定义方式测度科学家知识向国内学术

界扩散的程度：①以No. of Chinese cite1计算论文被

国内机构引用的次数，即如果一篇论文的被引文章

有一个来自中国的机构，那么则视为被国内机构引

用；②采用No. of Chinese cite2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如

果一篇论文的被引文章全部来自中国的机构，那么

则视为被国内机构引用。

5 实证结果

5.1 描述性统计

对观测科学家匹配后样本的核心自变量进行了

描述性统计，从结果表2可以看出，匹配后的实验组

和对照组在学科、博士院校排名、博士毕业国家、本

科院校排名和本科毕业时间上均值十分接近，且两

组在回国前6年的发文数量、回国前6年加权平均期

刊影响因子的发文数量、回国前6年的第一作者发文

量和回国前6年的最后作者的发文数量四个维度上

没有显著差异，即最大程度上在个人层面控制了科

学家的差异，为回国的青千实验组找到了非常相似

但没有回国的“反事实”对照组。

5.2 科学家流动对知识扩散的影响

表3列出了本文的主效应，即青年科学家跨国流

表2 匹配后核心变量T检验

变量

学科

博士院校排名

博士毕业时间

本科院校排名

本科毕业时间

回国前6年的发文数量

回国前6年加权平均 JIF的发文数量

回国前6年的第一作者发文数量

回国前6年的最后作者发文数量

Welch Two Samplet-test
Group
Treat
Control
Treat
Control
Treat
Control
Treat
Control
Treat
Control
Treat
Control
Treat
Control
Treat
Control
Treat

Contro1

mean
3.680
3.533
2.848
2.818

2，007.520
2，002.063

3.870
3.859

1，999.962
1，994.556

8.056
8.678
56.096
47.245
3.242
3.182
0.702
0.955

t-statistic
0.946
0.235
0.096
0.078
0.095
-0.849
1.512
0211
-1.633

df
839.630
806.880
505.000
657.120
505.010
495.260
477.240
410.630
343.350

Pvalue
0.344
0.814
0.924
0.938
0.924
0.396
0.131
0.833
0.102

注：***p＜0.01，**p＜0.05；括号中汇报的是稳健标准误差；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本科毕业学校排名与国家，本科毕业年份和博
士毕业学校排名。

表3 回国前后科学家知识扩散的主效应

Treat×Post
Gender
Constant
Year FE

Discipline FE
Observations
Adjusted R2

Log Likelihood

Dependent variable: No. of Chinese cite 1
Full pub

OLS
(1)

59.393***
(7.874)

14.792***
(2.728)
-13.545
(22.679)

Yes
Yes

6，062
0.184

Poisson
(2)

0.701***
(0.079)

0.413***
(0.080)

-15.792***
(0.671)
Yes
Yes

6，062
-216，961.500

Pub before return
OLS
(3)

33.178***
(5.302)

8.394***
(1.847)

-18.559**
(8.201)
Yes
Yes

6，062
0.137

Poisson
(4)

0.596***
(0.079)

0.383***
(0.079)

-21.497***
(2.267)
Yes
Yes

6，062
-152，614.100

Pub after return
OLS
(5)

26.946***
(3.807)

5.056***
(1.096)

-13.139**
(6.487)
Yes
Yes

6，062
0.183

Poisson
(6)

0.848***
(0.098)

0.567***
(0.121)

-23.546***
(3.024)
Yes
Yes

6，062
-69，913.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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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其知识扩散的影响。以知识扩散的第一种测度

方式来检测主效应，即当科学家的论文被引文章中

有一个中国机构，则视为被国内机构引用。其中模

型(1)、(3)、(5)采用OLS模型对主效应进行检验，模型

(2)、(4)、(6)采用 Poisson模型对主效应进行稳健性检

验。此外，笔者不仅对科学家的全部文章进行回归，

还进一步区分了科学家回国前的文章和回国后的文

章被国内学术界引用的结果。本文的回归模型中全

部采用稳健性标准误，并且包含了学科、博士院校排

名、本科毕业国家、本科院校排名和本科毕业年份等

控制变量。

从模型 (1)、(2)的样本回归结果来看，交互项

Treat×Pos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上

显著通过检验，即总体来讲，科学家回国后其知识会

显著的在国内学术界得到传播与扩散，且正效应在

OLS模型和Poisson模型中均得到检验，因此表明科

学家跨国流动会显著促进知识扩散。模型(3)、(4)回
归结果显示，对于科学家回国前的文章，国内学术界

对其引用也显著增加，且这种正效应稳健地在1%的

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对于科学家回国前的文

章，也存在流动对知识扩散的正向效应。模型(5)、(6)
的结果显示，对于科学家回国后的文章，在两个模型

中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正向效应，表明回国

后的文章也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引用和扩散。

5.3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的准确性，进一步进行了稳健性

检验，采用知识扩散的第二种测度方式来检测主效

应，即当科学家的论文被引文章中全部来自中国机

构，则视为被国内机构引用，并且同样地分别运用了

OLS回归和Poisson回归对科学家的全部文章、科学

家回国前的文章和回国后的文章进行了检验。从

表 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总体上与表3的主效应基

本一致，交互效应的系数在全部发文、回国前发文和

回国后发文均在 1%的水平上呈现显著的正向效

应。稳健性的结果表明了科学回国后，会增加国内

学术界对其知识的引用程度，揭示了流动对知识扩

散的正向效应。

5.4 异质性分析

科学家的不同学科和所在机构的差异和教育水

平的不同会对本文的研究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因

注：***p＜001，*p＜0.1；括号中汇报的是稳健标准误差；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本科毕业学校排名与国家，本科毕业年份和博士
毕业学校排名。

表4 回国前后科学家知识扩散的稳健性检验

Treat×Post

Gender

Constant

Year FE
Discipline FE
Observations
Adjusted R2

Log Likelihood

Dependent variable: No. of Chinese cite2
Full pub

OLS
(1)

34.006***
(4.097)

7.146***
(1.192)

-20.355***
(6.534)
Yes
Yes

6，062
0181

Poisson
(2)

0.735***
(0.073)

0.436***
(0.071)

-21.477***
(2.055)
Yes
Yes

6，062

-106，161.300

Pub before return
OLS
(3)

18.508***
(2.698)

4.653***
(0.775)

-13.464***
(4.100)
Yes
Yes

6，062
0136

Poisson
(4)

0.624***
(0.078)

0.409***
(0.067)

-32.673*
(19.515)

Yes
Yes

6，062

-83，389.960

Pub after return
OLS
(5)

15.498***
(2.161)

2.494***
(0.638)
-6.891*
(3.603)
Yes
Yes

6，062
0177

Poisson
(6)

0.939***
(0.101)

0.497***
(0.126)

-25.621***
(3.479)
Yes
Yes

6，062

-37，87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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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总体样本观测值进行了异质性

检验(表5)。将全部科学家的学科按照中组部的引进

学科大类分成了数理科学、化学、地球与环境科学、信

息科学、工程与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六个学科。根据

注：***p＜0.01，**p＜0.05，*p＜0.1；括号中汇报的是稳健标准误差。

表5 回国前后科学家知识扩散的异质性检验

Main effect model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Chemistry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Information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Material
science
Life science
Return to Tsinghua & Peking
University
Return to other C9 Universities
Return to Chinese Academy
Science systems
Return to other universities

PhD University Rank 1-10

PhD University Rank 11-50

PhD University Rank 51-100

PhD University Rank 101-200

PhD University Rank 200+

PhD location in US

PhD location in Europe

PhD location in Asian countries

PhD location in other countries

Cited_by_Chinese_nst1
Full pub
Poisson

(1)
0.677***
(0.075)

0.965***
(0.144)

0.637***
(0.130)

0.790***
(0.182)
0.386**
(0.195)
0.116
(0.106)

0.392***
(0.139)
0.267*
(0.159)

0.829***
(0.112)
0.326
(0.246)

0.776***
(0.105)

0.740***
(0.201)

0.486***
(0.127)
0.216
(0.246)

1.251***
(0.189)

0.636***
(0.147)

0.670***
(0.087)

1.526***
(0.482)
0.326
(0.248)

0.590***
(0.194)

Pub before
return
Poisson

(2)
0.596***
(0.079)

0.881***
(0.156)

0.532***
(0.117)

0.770***
(0.170)
0.270
(0.193)
-0.032
(0.115)
0.089
(0.139)
-0.231
(0.201)

0.694***
(0.126)
0.514**
(0.246)

0.728***
(0.107)

0.715***
(0.217)

0.394***
(0.137)
0.248
(0.262)

1.176***
(0.204)

0.386***
(0.144)

0.608***
(0.096)
0.220
(0.297)
0.124
(0.248)

0.644***
(0.205)

Pub after
return
Poisson

(3)
0.848***
(0.098)

1.138***
(0.183)

0.756***
(0.171)

0.974***
(0.273)
0.509**
(0.251)

0.418***
(0.152)

1.016***
(0.179)

1.220***
(0.198)

1.111***
(0.157)
-0.104
(0.291)

0.867***
(0.147)

0.778***
(0.230)

0.640***
(0.162)
0.100
(0.288)

1.401***
(0.246)

1.108***
(0.213)

0.775***
(0.106)

2.825***
(0.721)
0.656*
(0.337)
0.506*
(0.292)

Cited_by_Chinese_nst2
Full pub
Poisson

(4)
0.735***
(0.073)

0.941***
(0.166)

0.656***
(0.135)

1.092***
(0.180)

0.648***
(0.212)

0.382***
(0.109)

0.314***
(0.119)
0.210
(0.171)

0.837***
(0.126)
0.295*
(0.162)

0.923***
(0.116)

0.769***
(0.169)

0.592***
(0.136)
0.266
(0.199)

1.475***
(0.186)

0.599***
(0.146)

0.741***
(0.085)

1.734***
(0.547)
-0.047
(0.263)

0.804***
(0.205)

Pub before
return
Poisson

(5)
0.624***
(0.078)

0.932***
(0.174)

0.518***
(0.119)

0.978***
(0.166)

0.549***
(0.200)
0.148
(0.132)
0.108
(0.124)
-0.241
(0.212)

0.688***
(0.141)

0.467***
(0.171)

0.882***
(0.108)

0.707***
(0.191)

0.470***
(0.135)
0.248
(0.226)

1.383***
(0.198)
0.329**
(0.143)

0.653***
(0.093)
-0.157
(0.313)
-0.136
(0.260)

0.916***
(0.223)

Pub after
return
Poisson

(6)
0.939***
(0.101)

0.976***
(0.221)

0.795***
(0.167)

1.515***
(0.316)

0.720***
(0.267)

0.898***
(0.141)

0.828***
(0.171)

1.235***
(0.193)

1.095***
(0.187)
-0.147
(0.195)

1.013***
(0.177)

0.883***
(0.220)

0.801***
(0.188)
0.275
(0.246)

1.657***
(0.266)

1.115***
(0.217)

0.896***
(0.116)

3.139***
(0.782)
0.108
(0.350)
0.549*
(0.286)

Observations

6，062

1，151

815

754

625

1，492

1，225

1，142

1，784

1，183

1，953

1，114

2，067

823

878

1，117

5，397

102

303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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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本文将博士毕业院校

分为世界排名 1-10、排名 11-50、排名 51-100、排名

101-200以及排名200+共五组。按照科学家流入机

构的性质，将其分为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除清北外

其他C9类高校、中科院系统和其他高校四类。对于

科学家的博士院校毕业国家，将其分为美国、欧洲、

亚洲国家或地区和其他国家四类。

(1)学科异质性分析

在所有观测的科学家样本中，数理科学专业科

学家96人，共1，151条观测值，占样本总量的18.99%；

化学专业科学家69人，共815条观测值，占样本总量

的13.44%；地球与环境科学专业科学家63人，共754
条观测值，占样本总量的12.44%；信息科学专业科学

家 53人，共 625条观测值，占样本总量的 10.31%；工

程与材料科学专业科学家 123人，共 1，492条观测

值，占样本总量的24.61%；生命科学专业科学家102
人，共1，225条观测值，占样本总量的20.21%。从表

5的结果可以看出，数理科学、化学和地理与环境科

学的知识扩散模型与全样本主效应模型结果保持一

致，来自这三个学科的科学家的全部文章、回国前文

章和回国后文章均在 1%的水平上知识扩散效应显

著。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家在其全部发

文和回国后发文的模型中稳健地存在显著正向知识

扩散效应。工程与材料科学领域的科学家其回国后

的知识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正向扩散效应。

(2)流入机构异质性分析

科学家的流入机构会对科学家回国后的知识扩

散的程度带来差异。通过对样本观测值的整理分

类，其中回国后回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科学家

94位，共计 1，142条观测值，占总观测值的 18.84%；

在除清北外其他C9高校工作的科学家 148位，共计

1784条观测值，占总观测值的 29.43%；回到中科院

系统的科学家 100位，共计 1，183条观测值，占总观

测值的19.52%；回到其他高校工作的科学家164位，

共计1，953条观测值，占总观测值的32.22%。表5的
模型结果表明，回国且回到其他C9高校和其他高校

的科学家结果与全样本模型的回归基本一致，基本

保持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正向知识扩散效

应。回到清华北大的科学家其回国后的文章更多地

在国内学术界得以传播扩散，在1%的水平上呈现显

著的正向效应。回国且回到中科院系统的科学家，

其回国前的文章存在显著的正向知识扩散效应，且

结果稳健。

(3)博士院校异质性分析

科学家的教育背景差异，尤其是博士阶段的教

育，对其知识扩散的效果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根据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全部样本中博士毕业于世界顶

尖院校排名1-10的科学家93位，共计1，114个观测

值，占总观测值的18.38%；博士院校排名11-50的科

学家 170位，共计 2，067条观测值，占总体的 34.1%；

博士院校排名51-100的科学家69位，共计823条观

测值，占总体13.58%；博士院校排名101-200的科学

家 74位，共计 878条观测值，占总体的 14.48%；排名

200+院校的科学家95位，共有1，117个观测值，占全

部观测值的 18.43%。表 5的回归结果表明，博士毕

业于顶尖院校排名 1-10、排名 11-50、排名 101-200
和排名200+的科学家回国后论文受到国内学术界的

引用显著增长，其正向效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

过检验，与主效应结果保持一致。博士毕业于排名

51-100院校的科学家在全部文章、回国前和回国后

的模型上扩散结果均不显著。

(4)博士国家异质性分析

不同国家的博士培养方式存在差异，因此本文

分析具有不同国家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其知识扩散效

果的差异。总体样本中，博士毕业于美国的科学家

占了大多数，共计449人，有5，397条观测值，占总观

测值的 89.03%；博士毕业于欧洲的科学家 8人，有

102个观测值，占总观测值的 1.68%；博士毕业于亚

洲国家或地区的科学家27人，有303个观测值，占总

体观测值的 5%；博士毕业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 22
人，有260个观测值，占总体观测值的4.29%。表5的
分组回归结果中，博士毕业于美国院校的科学家在

回国后其知识被国内学术界大量地引用，在1%的显

著水平上呈正效应。博士毕业于欧洲院校的科学家

在全部发文和回国后发文的模型呈现显著正效应，

然而其回国前发文的正向扩散效应不稳健，这可能

是样本过少的原因。博士毕业于亚洲国家或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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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在回国后发文的模型中呈现了正向效应。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选取了青年千人获得者为样本，通过手工

收集2011-2013年721位科学家的简历，准确核实了

全职回国且仍在学术界工作的 599位中国学者。运

用WoS数据库检索科学家的论文，通过粗糙完全匹

配和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青年科学家跨国流动对

其知识扩散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来讲，科学家回

国后，其知识扩散呈现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正向

效应既存在于青千回国后发表的论文，也存在于回

国前发表的论文。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证实了模型

的准确性和稳定性，表明科学家的文章随着其回国

被国内学术界的引用显著增长。研究结论对于目前

政策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揭示了青年科学家

的流动对知识扩散的影响存在延续性，验证了人才

流动对知识转移的贡献。

为进一步探究知识扩散效应在不同学科、回国

机构、博士毕业院校和博士就读国家间的差异，本文

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数理科学、化学和地

球与环境科学学科的科学家回国后的知识扩散效应

与主效应一致，存在显著正向效应。回国且回到其

他C9高校和其他高校工作的科学家知识扩散的效

果十分显著。博士毕业院校排名在1-10、11-50、101-
200和200+的科学家回国后其文章在国内学术界得

以显著扩散。博士毕业于美国高校的科学家，回国

对其知识扩散影响显著增强。异质性的差异体现在

两个方面：①研究的组织开展形式不同，主要依托于

个人独立展开研究的学科，科学家回国前的文章能

够显著地被国内学术界引用，如数学学科；而主要以

实验室、团队的形式展开研究的学科，科学家回国对

知识扩散的影响并不稳健，如工程与材料科学、生命

科学等学科。②科研环境对不同学科的重要性也存

在差异，对于一些高精尖学科，实验设备和材料的重

要性对科研成果的产生至关重要。学科的差异对于

我国未来人才引进政策有重要的启示：国内高校和

科研机构在引进海外青年学者时应综合考虑到不同

学科的人才规模与发展趋势，鼓励从事实验研究或

应用研究学科的优秀科学家回国，促进知识的全球

扩散。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①本研究基于科学

家个体层面进行匹配以控制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回国

前的差异，进而研究知识扩散的净效应，然而知识扩

散的效果体现在科学家论文的引用轨迹上，因此后

续研究需要在文章层面进行匹配以控制文章的质量

差异；②科学家回国前后知识扩散的影响存在着不

同的机制路径，例如回国后合作网络、师承关系等均

影响知识扩散的广度和深度，对机制的深入探讨有

助于深入理解知识生产过程和科学研究的基本规

律。未来的研究需要为海外人才引进的制度设计做

出贡献，既要加强对海外优秀科学家的甄选、识别，

还需要完善现有的评价体系，综合考虑科学家在其

领域内的科研能力、学术潜力、新知识与新技术的转

移扩散能力等各方面的能力。

注释：

①粗糙完全匹配由 lacus等人[27]提出，是基于协变量匹配

的一种特殊的匹配方式。其基本思路是，首先根据连续变量

的分布将其分成若干区间，然后与离散变量一起将空间分成

若干格子。每一个观测样本唯一落在一个格子里，最终保留

同时有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格子。

②本文结合WoS数据库中作者的论文署名形式，将作者

姓名形式分为三类。例如作者 zhangyuanbo，那么其三类姓名

形式为 zhangyuanbo、zhangyb和 zhang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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