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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海归:弱关系比强关系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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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我国的人才流失数量一直居世界首位，从 1978年到 2010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
人员总数达 190.54万人，其中只有 63.22万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为了扭转人才流失的
不利局面，我国从 1990年代开始不断推出吸引海外人才的新举措，如百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
千人计划和青年计划等。尽管这些措施吸引了相当数量的海外人才回国，但是我国人才流失的现

象并没有彻底改变。海外人才引进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我国的高等教

育和科技发展，以及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意义深远，对国际间的科技竞争和人才流动也有着极为

重要的意义。那么，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来有效吸引海外人才回归呢? 
  社会网络分析是社会学一个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该领域的一个研究重点是关注社会网络在

求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吸引海外人才的过程中，我国用人机构需要可靠的渠道来吸引、选拔

海外人才，而海外人才也需要通过可信任的渠道寻求发挥才能所需要的相关机构和条件，这一过

程需要双方之间有效的交流和互动。而社会网络分析可以提供一个重要的社会学视角来研究如何

高效地引进海外人才。“弱关系假设”与“强关系假设” 
  “弱关系假设”与“强关系假设”是社会网络研究中一对重要的理论模式，它们的核心是关

注社会网络中不同类型的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 
  格兰诺维特(Mark S.Granovet-ter)是“弱关系假设”理论的提出者。他将人际关系区分为强关
系和弱关系，认为弱关系的使用在求职过程中比强关系更具优势，因为弱关系的社会关系网络更

广泛，能够跨越社会团体和阶层，因此有可能接触到关键性的求职信息，谋求上层决策人士的协

助，从而有助于求职的成功。 
  “弱关系假设”一经发表，立即有很多学者对社会网络的关系类型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联

进行了追踪研究。总的来说，西方国家的研究大部分支持“弱关系假设”，而亚洲国家的研究则

不支持这一假设。边燕杰认为强关系在中国社会网络中比弱关系更有效用，因为无论是在计划经

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时期，中国人关系网络的核心是人情交换，而不是信息交流。所以，当社

会网络中流动的核心资源是人情而不是信息时，综合熟、亲、信为一体的强关系，就比一面之交、

仅是相识程度的弱关系的作用力度和有效性更强。这就是边燕杰提出的“强关系假设”。 
  格兰诺维特指出，社会网络的强弱关系，是由“相处时间、感情深度、互相倾诉、相互回报”

等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决定的。在他的研究中，弱关系是指那些交往不太经常、与当事人感情不

太深厚的关系。我们对海外人才社会网络的分析发现，海外人才的国内社会网络主要由师长、同

学、同事和在工作中发展的各种关系组成，其中包括各类机构的决策人和领导人。强关系指的是

关系亲密的师长、同学和同事，而弱关系指的是各类不同机构的领导。 
  强弱关系可创造双赢 
  在引进海外人才的过程中，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和弱关系互相协调、共同发挥作用。强关系

在人情交换、充分信任和障碍克服等三方面占有优势，而弱关系则在信息互动和资源提供等方面

具有强势。 
  在这个过程中，利用强关系来连接国内机构和海外人才是关键一环。引进海外人才的主要困

难在于海外人才虽然想谋求回国发展的机会，却有着种种事业和生活方面的顾虑，而国内机构不

仅要求回国人才具有较高的“技术性”知识和经验，并且希望他们拥有维持和改造现有局面的“社

会性”资质和能力。强关系正是在这些极不确定的信息空间里帮助双方通过接触、交流和互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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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顾虑并满足各自需求。因此，一方面，国内的用人单位应该通过强关系，与海外人才接触和

交流，有效吸引海外人才；另一方面，海外人才也应该积极加强与国内强关系的联系，把他们作

为海归的桥梁，成功回国。 
  通过强关系的联系和沟通，海外人才和国内机构可以相互了解、建立充分的信任。在引进海

外人才过程中，强关系的优势不仅体现在人情交换和充分信任方面，也表现在面对困难时，它是

克服障碍的强大动力。事实上，引进海外人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压力和困难。国内机

构通常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较好的生活条件，相对于国内同行，更优越的待遇使得吸引

海外人才成为一种高风险投资。同时，对于海归人才来说，这种相对于国内同行更优越的待遇意

味着更多的工作压力以及与其他同事关系的紧张。因此，国内机构和海归人才均需要通过强关系

的联结沟通和充分信任来克服其中的障碍，降低风险，这就使得强关系的中介和支持作用成为早

期跨国兼职流动中的有效前提和有力保障。 
  如果说强关系的人情交换、信任充分和障碍克服是引进海外人才的有效前提，那么，弱关系

的信息互动和资源提供就是海归人员国内参与能否实现的关键。在引进海外人才的过程中，通过

强关系的中介，海外人才和国内机构的决策者接触交流，在和新结识的弱关系的信息互动中获得

国内的体制资源支持。海外人才与国内机构之间进行的是建立在强关系信誉保证基础之上的弱关

系之间的复杂信息互动双方的信息在两个以上不同社会网络的互动中不断丰富化和操作化，从而

为双方同时带来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创造出双赢的局面。 
  社会网络是一种社会交换机制 
  社会网络是一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交换机制。研究表明，社会网络的充分应用将有力

地促进海外人才的引进。如果我国想改变人才外流的局面，有效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就应通过国

内的用人机构，利用海外人才在这些机构里的强关系来联系世界各地的海外人才，拿出互利互惠

的合作方案，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使海外人才在事业和感情的双重吸引下为国内的发展作贡献。

而有志于为国内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的海外人才则需要通过强关系，即通过与国内的老师、同学、

同事及亲友的联络来扩大弱关系，拓展信息渠道，从多方位争取国内各级决策人的支持与政策倾

斜，从而将自己的事业提升到新的高度，为待施展的才能创造更广阔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