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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北京、上海等国内一线城
市都是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工作的首选。人
才的流动主要受国家相关政策环境及城市
发展的影响。但是近两年，随着我国许多
城市频频遭遇雾霾天气以及人们对 !"#$%

数值关注度的提高，海归回国就业是否会
更加倾向于 !"#$%数值低、环境质量比较
好的东南城市？是否会出现因自然环境因
素而导致的新一轮人才流动，呈现一种新
的“孔雀东南飞”现象？

青年海归更看重职业发展

#&'#年，在菲律宾马尼拉从事国际贸
易工作的赵敏被派回了北京工作，适应了
马尼拉工作环境的他，回国不久便感觉
“呼吸道非常不舒服”。不过环境的糟糕显
然没有让他有逃离北京的打算。赵敏更看
重这份工作带给自己经济需求的满足。他
#&'' 年从石家庄一所普通二本高校毕业，
现在已经有了数量可观的存款。至于自然
环境，他说时间久了，就习惯了。

从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原
晶，目前关注的重心也在职业发展上。她
#&'# 年回国，在上海做了托福老师。她
说：“环境的改善不是一朝一夕的，我更
看重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在具体城市能提
供给自己的平台和机会。”

来自中国青年海归协会的一项数据显
示，近三年来该协会会员回国就业的地域
依然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
发达的一线城市，大约占到总体海归会员
的 %&(，而杭州、南京、成都、长沙、青岛、大
连、沈阳等城市的海归也正在逐年增多。

相比之下，海归的就业选择依然集中
在这些一二线发达城市。城市的就业环
境、发展潜力以及城市的信息开放度和流
通性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至于自然环境因
素，是影响海归回国就业的一个因素，但
并非决定性因素。

身体健康应纳入就业机会成本

#&&)年回国创业“一起写网”的徐智
勇，公司的总部在北京。#&'#年以来，包
括北京在内的一线城市持续遭遇重度雾霾
天气，也给他的工作带来一些困扰。有一
次，一位国外客户准备来京洽谈业务，但
是在了解北京近期的空气质量指数之后，
决意避开重度污染的天气，改变了行程，
这客观上给公司运作增加了一些成本。徐
智勇表示理解，但也非常无奈。

这种矛盾纠结的心态也反映在许多年
轻的海归身上。一方面是考虑职业发展的
机遇，另一方面却高度一致地认为，身体
健康也应纳入在一个城市工作的机会成
本。“毕竟工作不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事情，
而生活是。”德国锡根大学媒体学硕士吕钊
说，在选择工作时，还是应当考虑到这个城
市的环境给人的身体带来的附加效应。
“虽然在人生的上升期只会考虑更好的机
会和更高的待遇，但是假如某个城市明显
不适宜居住，那么机会再好也会放弃。”

和吕钊持一样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
“工作还是事业并不意味着生活中的一切，
而一个健康的、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更为
重要。”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人力资源管理
专业的赵右南说道。“身体健康在某种程

度上是不可逆的，一旦恶化须投入大量人
力财力。”他的同学马源宏也表示认同。

期待改变以提升主观幸福感

当前，人们普遍关注海归在归国后跨
文化方面的冲击和不适应。这主要是指海
归们在经历了国外的学习或工作后，再次
回到自己的母文化中，还需对母文化有一
个再度适应的过程。然而，留学生归国后
的不适应，还突出表现在对自然环境的不
适应。这一点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国际会计与经济管
理专业的何兰珊在英国学习将近一年，她
说周围的朋友回国就能明显觉得国内的空
气很差。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会时常浏览
一些天气类的网站或 *!! 应用，关注自
己心仪就业地区的空气质量指数如何。

面对这种自然环境变化所带来的逆向
冲击，中国青年海归协会会长林熙也建
议，地方政府应该重视当地的环境治理，
给民众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吸引更
多的人才。“环保牌”或许会为一些城市
在未来的人才引进中带来新的契机。

21世纪的国际竞争核心是人才竞争，每个

国家都在努力打造人力资源强国。人才强国之路

不仅是重视国内人才的培养，还要创造条件吸引

国外人才，尤其是我国赴外留学深造的人才。我

国很多城市在吸引海归人才方面已经制定了较多

优惠政策，包括提供创业启动资金、优秀科研项

目资助、低利率贷款、免税等。

然而，各个城市在吸引海归的路上又出现了

新的“拦路虎”———恶化的环境质量。很多大中

城市的 PM2.5居高不下，重度污染天气频繁，

这些危害人体健康的因素让很多在外留学的人才

感到无奈和担忧。海归回国后不仅看重职业发展

前景，他们还担心环境污染对生活质量造成负面

影响。城市污染已经影响到了一部分海归对创业

地的选择，有些选择到环境质量更好的东南城市

发展，有些则选择再次出国。

因此，在吸引海归回国创业、就业时，政府

和企业仅仅提供物质上的激励政策是不够的。从

长远来看，优质的自然环境也是吸引海归的重要

砝码。只有政府、企业以及全社会通力合作治理

环境，才能以优质的环境吸引更多留学人才回国。

物质激励是吸引高级海归人才回国的第一

步，而让空气质量保

持在优良水平、让山

明水秀不再是奢求的

自然环境，则是留住

海归的必要条件。

请教“老海归”

一直以来，海归在人们的印象中都是“手捧金饭碗”
的优质人才，不少海归凭借自己过硬的本领和掌握的先进
技术回国创业后取得耀眼的成就。

可如今，随着海归稀有性的降低，这些精英也迅速贬
值成“海带”和“海参”，拥有海外学历的金字招牌时代
似乎正在走向终结。当就业的道路变得愈加崎岖、愈加艰
难的时候，向“老海归”取经显得尤为重要。

在国内“摸爬滚打”多年，对国内市场有很深了解的
“老海归”，可以为青年海归回国立家、立业与创业，提供
相关建议，让青年海归少走弯路。

宁波市海外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刘俊介绍，青年海归

向“老海归”取经，与“老海归”的有机结合
非常有利于青年海归的发展。“老带新”不仅
能给青年海归的创业提供很大帮助；另一方
面，青年海归的发展也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
“老海归”的进步。

要取什么经？

部分专家和“老海归”针对当前国内就业
难、创业更难的现状，给青年海归提出了自己
的建议。

一是准确地定位自己。既要看到自己的优
势，又要客观面对自己的不足。国际化的视

野、中西交融的思维模式，是自身非常突出的优势。当
然，相对于青年海归，工作经验的缺乏是发展的一个短
板，也是竞争中遭遇淘汰的重要原因。工作经验上的不足
突出体现在经营管理上和资金方面。

二是清晰地把握市场。青年海归对市场尤其是对我国
的基本国情把握的不是十分清晰，不一定能让自己的技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实现其价值。因此是否能
够准确把握市场也是制约创业成功的瓶颈。

三是勇敢地发挥优势。在大连举办的全国首场《留学
世界梦·海归中国梦》大型访谈录中，欧美同学会·中国留
学人员联谊会会长韩启德说：“如果你不下海，就永远不
会在海里游。”他建议，海归人才在创业阶段能够放下身
段敢于下海，并擅于发挥自己的优势，还应积极投身把技

术转化为产品的中间研发产业填补国内市场空白，以及做
好各领域人才的组合，从而提高创业成功的几率。

四是积极地参与实践。在国外求学期间，多参加相关
项目，积累项目经验，若是内容涉及中国的项目，更要参
加，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国内市场。中国企业目前缺乏有
创新意识的人才，在国外参与各种项目，接触各种各样的
人和思维，能够增加创新意识和不受限制思考问题的能
力，这就是海归人才的价值所在。

心态最重要

“对于年轻海归来讲，‘老海归’失败的经历比成功
的经历更重要！”中国技术创业协会秘书长裴夏生说。

刘俊认为青年海归应该在经营管理、创业资金等方面
多向“老海归”学习，但更重要的是学习他们的心态。在
最困难最难熬的阶段，要坚信自己的理念，坚定自己的信
心，坚持自己的方向，“黑暗过后便是黎明”。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力军从日本广岛
大学毕业后，曾就职于 %&& 强的霍尼韦尔公司，#&&+ 年
出任霍尼韦尔公司电子材料事业部大中华区总裁，#&&%

年回国创办公司。目前公司注册资本已达到 '),,万美元，
项目总投资超过 %&&&万美元。辉煌的背后，也有着不为
人知的艰辛。公司创立的第三年到第四年期间，由于市场
尚未完全打开，公司一下陷入困境。然而，姚力军并没有
放弃，也没有退缩，在政府和社会的帮助下，坚持了下
去，并在第五年实现扭转，公司也逐渐发展壮大。

海归数量日渐庞大，单凭一份成绩
单和一张学位证已经远远不能帮海归轻
松得到一份好工作了。一份充实的简历
对海归应聘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充实的
简历离不开有分量、有说服力的实习经
历。

简历太“简”屡屡被拒

从美国留学回国的林峰最近参加了
多次招聘会，每次都是失败而归，最主
要的原因是缺乏国外的实习和工作经
验。小林投递了近百份简历，多数还是
被拒绝了。他也坦言：“现在的企业不再
只看重成绩和学历了，没有实践经验的
海归已经不是企业优先考虑的人选。”

有些海归的简历上只有姓名、地
址、成绩和就读学校这些最基本的信
息，实习经历和工作经验这些能证明自
己工作能力的内容却少得可怜，这在应
届海归身上最为明显。

调查数据显示，海外院校的毕业生回
国后在半年内顺利就业的人群中，)&(在
留学前有工作经历或者在留学期间有过与
专业相关的实习经历。

实习经历为何很少

不善管理时间

有不少人在留学期间会到一些餐厅、

咖啡厅、酒吧这些地方打零工维持生活，
原因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家庭经济条件有
限，需要打零工补贴生活费用；二是目光
不够长远，没有职业规划意识，只看到眼
前打零工赚钱的机会，忽视了长远利益。
这些工作跟所学专业没什么关系，只需要
付出简单劳动力，却会占用大量时间，根
本起不到锻炼将来就业所需的能力的作
用。

目标不明确

盲目跟风出国也是祸根之一。出国之
前没有明确的专业目标，对将来回国后的
就业方向也没有准确定位，只是感觉身边
出国留学的人很多，就匆忙决定出国的人
也不在少数。因为没有长远的就业目标，
就算有实习机会也往往因为自己的不敏感
而白白错过。

人际圈子狭小

在法国司汤达大学留学回国的海归崔
博根据自己留学的经验提出，中国的留学

生到了国外以后容易出现“扎堆”现象，
倾向于只和中国留学生接触，跟当地学生
的互动较少，加上不经常参加学校的社团
活动，因此造成信息闭塞，错过很多实习
机会。

如何丰富实习经历

几位回国后在半年内成功就业的海归
分享了他们在留学期间寻找实习机会、积
累实习经验的做法。

从英国留学回来的蒋华说：“留学生
只要修够学分，学校是允许我们在剩下的
时间找实习工作的。留学生最好住在学校
里，这样和当地同学的互动会比较多，大
家在一起分享实习信息。有些同学还会介
绍留学生跟当地公司的职员认识，然后找
机会私下交流，如果有关于实习生的招
聘，留学生也可以为面试提前做准备。我
当初的实习机会就是从跟当地同学的交流
中获知的。”

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孙明也建议准备回
国就业的“准海归”平时要注意合理安排
时间，虽然日本的物价很高，但是他打零
工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学分快要达到毕业
要求时他就已经放弃打零工，专心找专业
对口的实习机会。孙明经常浏览当地报纸
的分类广告和招聘信息，也因此获得了一
份难得的实习机会。

初见“性感公益”这个词，实在不明白公益怎么
会性感？在上海益优青年服务中心创始人张宁看来，
以时尚的方式让公益跟年轻人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充满朝气、能够带给人快乐的公益就可以称为
“性感公益”。环保、低碳、创意、公益，是张宁性感
公益生活的标签。

做公益是职业更是事业

张宁拥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履历：华东政法大学法
学学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学硕士。他回国后创
办了国内首家专业法律猎头公司，并任 -./，曾是
一名优秀的海归律师。本可以享受衣食无忧的中产生
活的他，渐渐发现金钱并不能带来根本的快乐，助人
为乐才是最快乐的事。

自 #&&% 年开始，在秉承“把公益当信仰”的理
念之下，张宁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公益组织进行发展和
推广，策划并执行了形式多样的创意公益活动。#&&)

年，张宁辞去其归国创办的公司 -./一职，创办了
公益加油站
（上海益优青
年服务中心前
身），全职全
心投入公益事
业，致力于研
发创意公益项
目，运用“产
品化”的概念
来践行他的公
益理念。

做公益以
来，他曾为公
益项目自掏腰
包 ,& 万元，
也曾靠别人的
“接济”度日，
但他没有放
弃，因为这不
仅仅是他的职业更是他的事业。“独乐乐，不如众乐
乐。众乐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在做公益时可以拥有真
正的快乐。”对于为何能坚持做公益，张宁如是说。
“红轮椅”、“知闻世博”、“赶碳号”、“新年有

袜”、“一元一心”、“午献爱”、“下一站，光明之
城”……一个个创意公益项目，在上海甚至更多的地
区被人们所熟知。一直处于幕后研发的张宁享受这种
职业的“无名”，他也将付出更多的心血去开拓公益
事业的新领域。

公益活动无版权化

律师出身的张宁，在他的公益事业上似乎有点
“背道而驰”。“我们中心不是一般的咨询公司，我们
是研发中心，主要根据客户的需求研发适合的创业公
益项目。”张宁说，“我们尝试去设计更多可复制的
项目供大家使用。作为公益机构，我们所有的活动强
调无版权化，欢迎大家把我们设计出来的项目、想法
或者模式复制走。”

这种公益无版权的理念在上海益优服务中心的运
营方式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张宁解释说，他们是借
助商业化的运营模式，进行与公益相关的产品研发，
企业通过付费使用他们研发的公益项目。“实际上，
我们收取的只是研发和首次使用的费用，付诸实践的
项目，无论之后是被谁模仿，都是不收取费用的。”
张宁的团队对公益项目产品化的追求，对这种“无版
权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公益项目产品
化，意味着可复制性强和标准化。志愿者可以通过清
晰的‘产品说明书’，明确自己在公益活动中的目标，
提高做公益的成效。”张宁补充说，“公益活动无版
权化，可以让更多好的公益模式在全国各地‘开花’，
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新海归该取哪些经
何利琎 文0图

回国找工作 简历别太“简”
王 静 文0图

别让
!"#$%

成
“拦路虎”

齐 心

张宁：

让公益项目无版权复制
李 琳

张宁近影 陈言星摄

应届海归学

历虽高，但缺乏

实习经验。

“老海归”

青年海归

想当初

……

!"#$%

影响一线城市人才竞争力

海归何处创业日益“看天”说话
!李瑞华 张海磊

雾霾中的北京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