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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颇具特色的海归团体相继涌

现。这些团体一方面能够聚合一定的海归资

源，构建平台加深海归彼此之间的联系；另一

方面，相对于一些官方性质较强的留学生联谊

会，海归团体相对性质较“软”，在民间引智

方面的活力更大，更容易生发出联谊平台之外

的合作意向。

不过，海归团体是走精英化还是大众化争

论不一。精英化的人才聚合，能够在国家改革

开放中承载更多的责任，扮演先进者和排头兵

的角色；而大众化的定位，随着海归精英光环

的褪去，现今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大众

不等于平凡，大众化定位可以吸纳各行各业优

秀的海归人才。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每个人

都是精英。另外，多样化的氛围反而也能有利

于碰撞出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不论何种定位，海归团体要发展壮大，精

英化缺不了大众化的基础，大众化也少不了精

英化的提高。因此，并无必要过分限定团体的

精英化还是大众化，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地去做

一些事情，如举办企业家之间的对话、创业政

策宣传及帮助政府国外引智等更有意义的活

动。另外，单靠海归团体内部成员的一腔热血

并不够，政

府财政方面

也可以给予

适 当 扶 持 ，

推动海归团

体贡献更大

的力量。

近年来，海归连
母语普通话都说不好
的现象时有发生。

在 !"#! 年欧美
同学会北京论坛上，
北极光创投公司合伙

人邓锋就提出过，海归
的定位是帮助把世界上

先进的东西引进到中国，心
里一定要有中国文化。实际上，
在这个交往不断加强的国际环境

下，对中西文化共同的了解，让海归回
国后，不论是在就业还是创业方面，都更有
竞争力。

就业：
“接地气很重要”

相对于创业，就业是大部分海归选择的道路。
而国内不少行业需要与国外进行密切的交流，这对
熟悉国外环境的海归而言是有利的时机。中国青年

海归协会成都分会会长彭肖肖供职于四川电视台，她表
示目前国内的媒体行业，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

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经验，特别是电视节目的运营模式，
所以和国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而作为有西方留学经验的媒

体人就显得很有优势。
国外学习的知识要在国内顺利运用，就需要海归对国内的

市场环境有一定的了解。彭肖肖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海归“接
地气很重要”。海归若能适应国内的环境，不论是与外方谈判还
是在与国内对接方面都将有竞争力。

创业：
“文化差异转换成竞争力”

海归回国创业很可能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问题，只带回国
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却不熟悉国内的市场规则和商业环
境，创业之路会更加艰辛。“水土不服”源自东西方文化差异，海
归具有两种文化的教育背景，如果海归能够做到理解不同文化
的差异，融会贯通，可以使自身的视野更加开阔。

上海刘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的
创始人王洁曾经赴德国斯图加特大
学学习建筑专业，她表示，中西方在
文化观念和习惯性做法上有区别，
但既然选择回国，就要学着适应国
内环境。回顾自己的创业经历，她
说：“$% 多年的海外学习和生活&赋
予了我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教育背
景，最终成为了一种创业资本。海归
要学习将文化差异转化成自身的竞
争力。”

科研教学：
“融贯中西，反哺中国”
多元文化的教育背景，也给在

国内做教学科研工作的海归带来了
许多优势。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的林升栋教授有过多次访问国外高
校的经历，在教学方面，林升栋认
为，海归这个标签本身的光环就是
一种优势。海归具有国际化的视野，
可以将国外先进的教育方式和理念
移植到国内。与国外教师接触的经
历，使他更注重如何将知识内化，真
正提升学生个人的素养，而不是鼓
励学生死记硬背。在科研方面，他
说：“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的大学
教育要向西方学习，比如严谨的学
术规范、尊重知识产权、师生平等对
话、鼓励批判性思考等。”

林升栋从事跨文化及本土文化心理研究多年，他表示，西方
社会跟中国社会本身有差异，海归回国后，产生不适应感是正常
的。“广东人有一句话叫‘食得咸鱼抵得渴’，你既然想吃，就要有
不怕口渴的勇气。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各有长处和短处，要调整
好心态，不断尝试去融贯中西，将自己在海外所学反哺中国学子，
也是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但他也提醒一些海归不要做“精致的
功利主义者”，做事只重个人利益，玩弄中西双重游戏规则。

报告显示：!'(支持应向大众组织发展

这项由福建欧美同学会承担的调研报告，
结果主要有 (种观点：一是 !)(的人认为，留
学人员组织应该向大众组织发展；二是 #)(

的人认为，留学人员组织应该向精英组织发
展；三是少部分的人认为，既不是精英组织
也不是大众组织。而欧美同学会今后应该向
大众化组织方向发展也是福建欧美同学会总

会普遍赞同的观点。
课题参与人、福建欧美同学会秘书长郑

瑜称，该调研从 (月初开始，持续到 *月底。
期间，福建欧美同学会在全省 !*个地方分会
中选取了不同地域、不同类别的分会进行调
研，来自高校的分会包括福州大学分会、福
州师范大学分会、武夷学院等，地方分会包
括南平分会、泉州留学人员联谊会等。课题
组进行了 + 场专题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

$*" 多位留学人员来自不同的职业，包括科
研人员、公务员、医生、律师等。

精英化定位 大众化发展

作为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留学人员组织，
欧美同学会未来向精英组织发展还是向大众
组织发展，是欧美同学会在到百年之际亟待
思考的问题。

截止 !"$!年 ,月，欧美同学会会员已超
过 - 万人。这些会员从普遍程度上来说都是
受过较好的完整的教育，并且很多回国之前
在国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查看欧美同
学会的历史，会员中也不乏类似于詹天佑、
蔡元培一样，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曾做出过
巨大贡献的名人。在
采访中，很多会员都
不同程度地认为，欧
美同学会属于走精英
化路线的海归团体。上
海欧美同学会的会员
胡志宇说：“欧美同学
会未来应该是担任国
家改革开放当中的先
行者和排头兵的角色，
高层次人才带来的先
进理念和先进技术有
助于推动中国的国际
化，它应该走精英化的

道路，否则就没特色，也没有生命力”。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持不同的观点。上海

市张江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欧美
同学会会员吴玉华就倾向认为，欧美同学会未
来要将自己的大门开得更大一些。他说：“欧美
同学会不应成为精英会，而要最大限度地团结
所有的留学生，尤其是新留学生和其他有海
外经历的人。”

不能让定位局限团体的发展

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仅 !%$!年我国
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了 !-.!/ 万人。
随着归国人员的不断增加，各类海归团体也
逐渐增多。这些海归团体有着不同的发展模

式，但是他们都在团体的大众化还是精英化
发展上进行着选择。

太原海归俱乐部主席范锐说：“现在回
国的人很多，并不是每一个回来的人都是精
英。一些海归团体应该先从大众化走起，这
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正是基
于这样的理念，范锐所在的团体每周都会举
办自驾游、羽毛球赛之类的活动，来吸引更
多的海归入会。

以“为青年海归打造高端人脉”为宗旨
的中国青年海归协会是规模比较大的海归团
体。“会员质量的提高是我们现在发展的首
要目标，如果协会向大众化发展的话，就无
法体现会员相比于同龄人的优势了。”会长林
熙说道。

可见，大众化和精英化的两种不同发展
方向是国内海归团体面临的一个普遍性的问
题。新加坡国立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孙利勇
表达了对精英的另一种理解：“精英已经不
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很小的圈子，大众里
面就有很多精英。他们并不是什么亿万富翁、
政府高官，而是擅长一门技艺或者在某一个
领域有所建树的人，任何人都可以是精英。”
对于海归团体的发展方向，他认为很多海归
想和其他人在自己的专业范围之内有一些交
流，这种交流可能只是聊聊天，对某一个问
题进行讨论，因此，没有必要把这种团体的
发展限定在大众化还是精英化。

!%$(年 /月，第二届中国国际提琴及琴弓制作比赛将
在北京举行，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中心的老师逯翔正在
着手比赛的筹备工作，紧张而又忙碌。0年前，逯翔在意大利
第三届依索湖全国提琴制作比赛中艺压群雄，获得中提琴
组的金奖，而今天他作为老师指导自己的学生参加国际大
赛。

对于逯翔来说，制琴和教学，是两件最幸福的事。

拜名师，悟得风格真谛

!%%*年从中央音乐学院本科毕业后，逯翔赴意大利克
雷莫那继续深造。克雷莫那是世界上所有提琴演奏家和制
作家向往的圣地，在那里逯翔如鱼得水。为了接触各种不
同的制琴技艺，他四处拜访名师。“有一次，我去拜访皮

斯托尼大师。在骑车的途中遭遇到两场暴雨，最后见到老
师的时候我全身已经湿透，连琴也湿透了，老师被我的诚
意感动，那段时间是我从技术到风格过渡的时期，大师的
指导对我非常重要。”逯翔说。

琴如心，不能偏差丝毫

逯翔对待提琴制作有着严谨认真的态度。“我在莫拉
西工作室时，有位学生做了一把大提琴拿去给莫拉西老师
看，结果老爷子一下就看出了在琴头和指板上有 !毫米的
误差，马上让学生把所有东西拆了重做。”逯翔说，正是这 !

毫米的误差，让他明白了当年在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位导师
郑荃对他说的话：制琴不能有细微的偏差，要对作品负责，
对演奏者负责，对台下的观众负责。

!%##年，逯翔回到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中心担任教
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逯翔也没有停下提琴制作的
步伐，他一年要制作 #% 把琴左右，作品除了被很多演奏
家使用之外，还成为艺术收藏的对象。

对于逯翔来说，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个。“制琴体现
的是当时的心境，我珍爱的琴都有暂时性，一把琴刚做出来
的时候爱不释手，会不断地看，但是过不了多久，就会感觉
某个地方可以再做得更好一些。慢慢地，心境发生变化，也
就不再去看以前的琴了，会期待下一个作品，希望能够不断
地完善和调整。”

学师归，琴艺代代相传

逯翔之所以选择回国从事教师的职业，是受到几位老
师的影响。逯翔一入门就遇到了导师郑荃。郑荃也曾留学意
大利，是被国际提琴制作协会授予“国际提琴制作大师”称
号的第一个中国人。“在意大利时，我常和郑老师通话。他说
一个提琴制作师不是去当简简单单的技师，应该把所学的
东西带回国内，传承下去，人生才有更高的意义。”逯翔觉得
自己身上一下子有了很多责任，在意大利本来有良好的发
展前景和工作环境，但他还是选择了回国当教师。

每一次看到学生求学的眼神和对知识的期盼，逯翔内
心都会有一些触动。“我从他们的眼神中感受到了制作提
琴所感受不到的东西。”逯翔说。

据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 《!%#!
年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显示，管理学、经济
学、理学和工学的回国就业人数占留学回国就业
总人数的 ,%1。海归专业扎堆，遭遇就业寒冬，
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与讨论。

热专业遇冷 海归表忧虑

“这些年商科一直非常热门，和大部分到欧
美留学的同学一样，我现在也是读的商科，金融
学。”刘毅说。本科毕业于天津财经大学的他两
个月前刚飞往英国，目前在纽卡斯尔大学就读一
年制研究生。

但是，专业热门并不代表工作好找。刘毅表
示，目前有关金融海归扎堆国内遭遇就业难的新
闻他见了不少。虽然现在刚进学校，但对于一年
后回国，如何同大量的经管类海归学生、本土学
生竞争有限的就业岗位，他也颇为忧虑。

郑亦宽毕业于美国圣约瑟夫大学，目前在北
京一家私人银行上班，他说：“花了几十万出国
留学，料想回国能找个起薪 $万元的工作，但现
在我每个月的实习工资只有 !%%% 元出头，这和
预期差距太大了。”

扎堆北上广 优势难显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生倾
向于归国发展，但国内就业环境对于他
们来说，和在国外相比并没有多少“主
场”优势，国内毕业生也正经历着“最
难就业季”，!%$(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
生已经达到创纪录的 +//万人次。

除了专业上的“撞车”，海归在选
择就业地点上的扎堆也加剧了就业的竞
争。根据 !%$(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国区
域人才竞争力报告》显示，仅广东、北京、
江苏、上海、浙江 *省市就吸引了 -%1的
海归。这些地区经济发达，金融、管理、理
学、工学等专业方向的人才需求旺盛，导
致了大批海归人员蜂拥而至，而中西部
地区却遇到海归人才引入瓶颈。

“就业难是一个普遍现象，就业市场的供需
不平衡是当前海归就业难的关键。”清华大学经
管学院何平教授表示，“国内本身在经管、理工
等专业领域培养的人才就比较充分，也很优秀，
现在海外留学回来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普通的
海外学历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真才需磨炼 平心去竞争

虽然海归在求职中有很多“洋”优势，如开
阔的国际视野、外语水平高等。但许多海归由
于在国外学习时间短，一方面积累的能力
和经验不足，另一方面喜欢“抱团”使得
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和了解西方文化。

对此，何平教授建议，一方
面，海归要放平心态，与国内高校
毕业生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
争；另一方面，海归更要
注重提高自身的能力，
“虽然当前海归就业难让
人才市场看起来像是供过
于求，但实际上高层次国
际化人才依旧非常短缺。”

海归团体应该“精英”还是“大众”？
张海磊 杭 舟

多样化 务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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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扎堆热门专业

求职才知此处拥堵
项用斌 刘 庆 魏 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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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翔：

用心制作最美音符
孙 晴

杭 舟绘

图片来自深圳侨报

欧美同学会在建会
$%%

周年之际，启动了一项调研：《对欧美同学会
今后会员发展的定位的思考》。这份报告主要探讨一个问题———

本报电 中日民间交往有哪些新的方式？,月
$+日，(%余名留日海归专家在京召开“东亚安全
论坛”!%$(年欧美同学会留日分会研讨会。

日本伦理研究所中国事务所主任于振忠提出，
沙漠绿化是加深中日两国民间相互了解的渠道。他
用多年来自己在促进中日进行沙漠绿化合作的经验
与感受指出，环保治理可以成为中日民间合作的有
效方式。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徐昌东提
出，中日两国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难发生
时，实施国际化紧急救援是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体
现；而其中，非政府化航空紧急救援可以成为中日
民间交往的新方式，以民用直升机为主的非政府化
紧急救援完全可以作为中日民间交往的一部分。

本次研讨会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生联谊会
主办，旨在充分发挥留学人员在国际问题上的智力
优势和潜能，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

（孙 晴）

欧美同学会举行研讨会

探讨民间合作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