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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看海归人才的多层次化
!

数量大但精英少

!

顶尖人才流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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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潮
还在持续
据统计，+'&+年，

我国留学人员回国数

量达到+/*+$万人，同

比增长(!*"/0。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

长尹蔚民形象地将其

称之为“有史以来最

大的回国潮”。

今年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上，一组数
字颇为引人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留学人员回国总数
已达到 &'$ 万人，其中，近 " 年回国的达到近 %' 万人，
接近前 #'年的 #倍。

数字背后还有隐忧

虽然回国的海归人数节节攀升，但我们还需要冷静思
考这些数字没有反映出的问题。回国的海归大军，他们的
学科背景、知识结构和科研能力的比例是否也同样值得欣
喜？这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

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万名留学人员回国

就业报告 1+'&+2》 指出，目前我国回国就业海归的学位
比例为：博士#硕士#学士3&#%#&。他们在国外留学的时间平
均为 &*$ 年，其中硕士学位留学回国就业人员在国（境）外
留学的时间为 &*"年，博士学位为 #*%年。留学回国就业人
员中，约一半为国外 &年期硕士学位项目研究生。

然而，获得博士学位又有相应研究或其他工作经历的
高层次留学人才的回国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中央人才工作
协调小组办公室的负责人也指出：“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
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到
%/0。”也就是说在回国的海归中，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比
例很低，人才结构不合理。

去精英化不是低端化

虽然回国的海归数量和比例总体上在增加，但是这不

能掩盖一个严峻的事实：数量大不代表质量优，海归的真实
能力良莠不齐。我们只有正视这个现象，才能防止对最大回
国潮过分乐观。

目前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海归已经实现了“去精英化”
的过程，多数海归没有超群的能力，也没必要对海归抱有
太高的期望。海归已经今非昔比，不再是“稀有物种”，
有些海归的竞争力甚至比不上国内的毕业生。这的确是不
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不能意味着这种现象合理或者有益。

海归的去精英化不应该沦为整体低端化。政府和企业
针对海归制定的扶持政策和措施不是“免费午餐”，并非凡
是拥有海归头衔的人都能够享受。国际上的竞争核心是人
才竞争，我国现阶段紧要的任务是提高科学和工程领域的
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回国的比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我
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实力。只有庞大的海归数量，而

没有合理的高端顶尖的海归人才比例，那么不管回国潮多
大，人才层次都是不合理的。

提升高端人才回国比例是当务之急

专家指出高端人才回国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外
的科研条件更优越，更容易做出科研成果；学术环境和制
度等多方面的因素也起到很大作用。很多致力于科研的高
端留学人才更青睐国外开放、严谨的学术环境，国内出现
的一些学术造假丑闻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他们回国的热
情。另外，学术和行政不分的运行机制也是国内高校和科
研机构的通病，导致想专心做学术的人才被一些制度限
制，学术自由有限，而且容易因为行政上的事务和程序损
耗大量精力。因此，为高端海外留学人才回国创造条件，
这才是现阶段我国人才引进策略的当务之急。

原来海归意味着高薪、好就业，但那
个时代早已经远去了。现在留学低龄化
的趋势日益明显，刚刚过去的高考期间，
就有一部分高中生选择弃考，直接准备
出国留学。出国留学的人数增加，必然会
导致将来的海归越来越多。

压力大也别自乱阵脚

最近热议的“最大回国潮”无疑又给
回国寻找工作的海归增加了一份压力。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一个不容乐观的事
实：顶尖的创新型人才回国率较低，回国
后的大量海归留学专业背景又相对集
中，彼此之间的竞争力相差不大，回国后
就业的压力也必然会相应增大。

然而，虽然大部分海归的起薪呈现
了下降的趋势，但是海归精英人才仍然
存在，这些海归回国后很快就能找准自
己的定位，在用人单位受到了优厚的待
遇。因此，海归人数的增加只是影响就业
难度的因素之一，海归不能因为竞争者
多就先妥协甚至丧失信心、自乱阵脚。

到新行业中寻找机会

回归理性，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和
领域才是新时代的海归应该具有的态
度。生活处处都可能出现新的机会，职
业种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新的行业
和岗位也在不断出现，海归在择业时
应该保持更加开放的心态，鼓起勇气
在新的行业或领域进行尝试，不必总
是盯着竞争过于激烈的热门行业。

欧美同学会东南亚和南亚分会副
会长王金宝指出，海归可以施展才能、
实现就业的新领域和新行业其实非常
广泛，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少，例如智
慧城市建设、物联网运用、低碳节能和
开发新能源的绿色环保产业、新材料
等。这些比较年轻的领域和行业在国
内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对于人才的需
求也在增加，因此，海归进入这些领域
应该能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选留学专业要有远见

当然，进入新兴领域和行业的前
提是谨慎选择留学时的专业。这就要
求打算出国留学的人具备长远的眼
光，不能盲目跟风追随所谓的热门专
业，同时还要考虑到所选专业所对应
的行业在国内的发展趋势、发展中的
不足之处和进一步发展的潜力，结合
自己兴趣，再决定留学专业。

北京语言大学留学服务中心咨询
处的一位负责人强调：“留学专业是决
定将来就业的重要因素，如果只把选
择范围限制在目前看起来如火如荼的
行业或者是那些就业市场已经接近饱
和的、过于热门的行业，那么回国后遭
遇就业难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回国后
在新兴领域和行业真正能学有所用的
留学专业，这样才能适应国内的人才
需求。反之，如果所学专业对应的领域
已经出现了人才过剩，那么就算想进
入机会较多的新领域也是“心有余而
力不足”。

另外，进入新领域还需要具有敢
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因为新领域之所
以“新”就是因为发展时间还不长，没
有形成比较成熟的发展模式，未来的
发展道路还需要较早进入其中的人继
续摸索。

海归人数逐年攀

升，“精英”标签褪

色，就业向基层倾斜，

折射出这一群体正在走

入平凡时代。目前能够

站在人才金字塔尖的海

归精英占海归的总体比

例趋小，学历和能力处

于普通水平的海归比例

增多，部分海归甚至在

国内人才市场上都缺乏

足够的竞争力。

这一现象可辩证看

待。海归人数纪录屡被

刷新是宏观社会和微观

家庭经济水平提升的结

果，留学给日益富裕的

国人增加了新的教育选

项，但目前很多海归的

留学经历已很难配得上

“出国深造”四字背后所

暗含的优越感。招聘市

场对职业能力的重视也

再次冲击了“海归”身份的特殊

性，这就是目前普通海归所面临

的现实。

不过，海归能力和就业出现

多层次化趋势，是人才竞争和社

会分工的必然结果，金字塔尖固

然令人向往，但庞大而稳固的底

部塔基是其屹立不倒的承载部

分，普通海归涌入基层职位实际

上也符合我国各地区和

行业对基础人才的需

求。同时我们也应清醒

意识到，顶尖人才的流

失不利于我国向“人才

强国”发展。

对于海归个体来

说，步入平凡并不意味

着沦为平庸。事业上的

成就和别人的尊重要靠

个人努力去赢得，而不

是依赖整个海归群体的

优秀为自己赋予光环，

或期待社会舆论为其保

住“精英”的标签。公众

也应与时俱进摒弃刻板

印象，以平等宽容的心

态理性对待这一群体，

不必对其刻意抬高或过

分苛责。从国家层面上

说，想要在国际人才竞

争中赢得优势，不但要

注重对高端人才的引

进，也要重视对普通人才的引导，

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近年来，就业难、薪资低、婚恋
难成为海归报道的关键词。与高层次
海归在国内的“受宠”相比，普通海
归头上的光环却不再亮眼。随着“精
英”标签的失落，海归整体的“去精
英化”趋势已愈发明显。

从精英到平民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留学方式
以公派出国为主，大多为单位的骨干
或学习成绩优异、能获得国外高校奖
学金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
归几乎是知识精英的代名词。+& 世
纪初，很多用人单位都将海归视为双
语人才和跨文化交际的人才，不少外
资企业利用海归双元文化的特点，将
其派回中国分支机构担任要职。”中
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欧美
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说。

近年来，海归数量激增，“洋证
书”的分量却在减轻，他们也从早年
备受宠爱的“高精尖”跌入了平凡时
代，而社会对待这一群体的态度也日
趋理性。“虽然不少海归仍属高端，但
整体而言，现在的海归从能力和学识
根本无法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海归
相提并论。”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留学
生煜青说。海归小何也感慨“海归已离
精英越来越远，逐步走向大众。”

“专宠”渐失为哪般

海归在就业市场和社会地位上的
“失宠”，具有深厚的时代背景。

王辉耀认为其直接原因是我国留

学生的“去精
英化”。教育全球化和自费留学的盛
行使“留学梦”不再只是小群体的专
利。据统计，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
自费留学生已占留学生人员比例的
$'0以上，他们也成为海归的主要组
成部分。+''# 年，自费留学回国人
员占所有回国人员的比例仅为
!"*"/0，到 +'&+ 年，这一比例已上
升到 $(*/$0。

同时，一些国外高校为提高办学
效益而扩大招生，参差不齐的海外教
学质量和国人多元的留学心态都影响
了留学生的质量，这也造成日后的海
归人数猛增，学历和能力却分层明
显。尤其是低龄留学生，很多人只是
遵从家长意愿或为躲避国内高考的激
烈竞争而出国，对未来的学业和职业
并无明确规划。家长对留学也缺乏理
性认识，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煜青表
示，因为家庭条件优越，不少中国留
学生并不更多考虑未来的发展，只将
留学看作“镀金”机会。海归彭肖肖
也对此印象深刻：“很多中国留学生
将精力用在玩乐挥霍而不是学习上，
不少人会挂科甚至无法毕业。即便如
此，也有人不以为然。”

此外，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也使
留学生在回国前就会经历大浪淘沙式
的前期筛选，高层次人才回流率较
低。另一方面，国内高等教育水平普
遍提高，国际交流方式快捷多样，也
使得国内学生与留学生知识水平和视
野的差距日渐缩小，导致海归的优势
缩水。并且，国外学科的多样化也扩
展了留学的专业领域，就业压力迫使

海归的择业取向日趋多元，不再只集
中于高端职位。

平凡时代更需平常心态

海归进入平凡时代已是事实，社
会和海归也对这一群体开始重新审
视。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
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唐钧看来，海归
“精英”标签的消退是社会发展的正
常现象，不必过度解读。他表示：
“其实我们不应该给任何一个群体简
单贴上某种标签，即使贴了，标签也
会逐渐消退。”王辉耀也认为，海归
群体有多重层次，每种层次各有特
点，可以为社会做出不同的贡献。人
们应该根据他们各自的学习实践经历
做出判断，不能以偏概全。他也呼吁
社会应对海归群体持客观包容的心
态，不要溢美溢恶，要多关注他们的
优势，为其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事实上，不少海归也能理性看待
这一现象。“海归的身份仅代表学历
背景和生活体验的不同，不能作为能
力的判断标准。”彭肖肖说。她也提
醒年轻海归要放平心态，准确自我评
估，而不是自我局限在“海归”的称
号里走不出去。

“精英标签”
正在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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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大回国潮”来了
近年来，伴随着“留学热”持续升温，海归“回国潮”也连年掀起。急剧攀升的数

字背后则是不争的事实———海归群体日益“失宠”，“精英”光环逐渐褪色，海归的

“平凡时代”业已来临。在“去精英化”趋势下，海归的身份定位、职业规划与人生选

择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社会应当如何看待这一群体？这些改变又会给整个国家的人才观

带来哪些启示？本版将尝试为读者解读这些问题。

杜雯倩 杭 舟 邱一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