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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笔者走进北京工人体育馆内的招聘会，
在某保险公司招聘窗下，身穿白色小西装的唐恬 （化
名） 正在向应聘者介绍公司的情况。

唐恬去年从英国留学归来，她介绍说：“回国前也
网投一些简历，但是都无果，曾经我也像这些应聘者一
样奔波于招聘会，如今再站在这里，我的身份已经是招
聘者了。”

去年唐恬参加了全国公务员统一考试，值得高兴的
是她成功通过测试，但是在面试的时候，她最终决定放
弃。

公务员工作稳定又体面

“当初决定考公务员主要是因为父母希望我去当公

务员，工作的性质比较稳定、体
面 ， 又 适 合 女 生 ， 所 以 我 就 去 考
了。”唐恬说。如今毕业生找工作，倾
向于找管理方面的工作，看到招聘岗位是
销售或行政方面的要求，便扭头就走。部
分应聘者认为销售工作辛苦，待遇低。相比
之下，公务员的工作稳定并且体面。唐恬提
到：“当初回国不太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听了父
母的分析，觉得考公务员也不失为一个选择。”

练习表达成考试关键

“去年备考的时候挺辛苦的，因为刚回国，对于国
家的政策和国情不太了解，做申论的时候有种无从下手

的感觉。”某考公务员教育机构的工作人员表
示：“海归考公其实是有劣势的，在统一的选拔
标准下，海归在考申论的时候，他们的思维方
式和表达基础相对来说较弱。”

面对这样的劣势，海归就需要转换思维方
式，唐恬说：“以前为出国作准备进行的雅思考
试，都是直来直去的思考模式，而考申论的时
候就觉得之前的考试技巧用不上了。”那家教育
机构也建议海归考生：“考公，尤其是考申论，
要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和表达方式，需要海归从
头训练。其次海归的心态也得转变，海归在公
务员选拔的过程中没有过多的优势，如果海归
不能及时地转变，考公成功的几率不大。”

不愿去基层而放弃

唐恬从备考到迎接考试作出了十足的把

握 ， 但 是 在 面 试 的 最
后，她放弃了。她解释
说：“去年之所以选择考公
务员主要是因为这个职业稳
定，可是回国了解到了公务员的
改革，感觉没想象中的稳定，不确
定因素变多了，例如未来工资的增
减一直不明确，所以我选择放弃。”

在改革过程中，公务员向基层的
导向在不断强化，根据招考公告，中央
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除部分特殊职位
外，应招录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
员。公务员考试海归进入的岗位多为基层岗
位，然而这样的基层工作让考公的海归开始犹
豫。唐恬也表示：“其实从国外回来，在就业方面
还是不太了解基层的工作环境，担心与那里的人没
有什么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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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就业一半进民企 较前一年增加20%

海归已不仅仅视民企为“备胎”
林馥蕾 孙彤昕

●在 《2013 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
告》中有这么一组数据引人注意：调查的海

归中只有 4.22%的人希望进入民企工作，而
实际就职于民企的人数比例高达51.58%，是

期待人数的12倍。
●外企一直是海归的择业首选，希望进入外

企工作的海归占56.66%，而实际能够进入外
企工作的人只占23.09%。

●在 《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报告》 蓝皮书中，
2012 年进入民企的海归有 30%，2011 年和

2010 年同期的比例是 22.8%和
15.25%。

从 2011年开始到 2014年，国内高校毕业人数年年攀
升，从660万、680万、699万到727万；同时，从2011年
到 2013 年，留学归国人员也从 18.62 万、27.29 万到 35.35
万，呈逐年上升趋势。

海归如何突破“就业关”
牛俊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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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民营企业呈现出
良好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多的海归开始关注民企，融
入民企，从而走出“海待”的尴尬境地。同时，民企
也希望通过引进海归人才，实现经济转型。

民营企业在人脉、各方面的关系和对市场的了解
上有很多优势，发展空间非常大。然而，如何让海归
带着自己的优势去发现民企更广阔的天地？目前，各地

积极为海归和民营企业的对接搭桥引线，让海归与民
营企业越走越近。虽然二者对企业文化有着认知差异，
需要较长的磨合期，但是民企应尽可能为海归人才提
供良好的科研、创新环境，降低海归进入民企的风险，
这样越来越多的海归才会加入民企，一同成长。

对海归来说，民企肯定是一支有潜力的“绩优
股”。

民企是一支“绩优股”
齐 心

●目前，海归对于进民企确实存在心理与现实的落差。

●大部分海归仍然认为：民企发展空间局限，制度不够完善。

●严峻的就业形势，迫使海归必须先就业来保障自己的衣食住行。

●很多海归在民企中发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小民企 易成择业跳板

“刚回国时没有工作经验，一开始找到适合自己的工
作还是挺难的，所以我就先进了一家民企。”留英硕士小
庞回忆道。在如今的人才市场中，绝大部分的招聘信息
的第二条都是：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而很多毕业后就回
国找工作的海归并没有经验方面的优势，他们为了以后
能进入自己理想的企业，往往先进入中小民企积累工作
经验。

“我所在的那个公司比较小，在那干了一年之后就升
到经理的位置。”在小民企工作期间，小庞迅速地熟悉了
行内业务以及国内市场。“后来我觉得公司整体发展较
慢，对我个人来说，继续晋升的空间不大，于是选择了
跳槽。”

部分海归认为，国内的小民企不够成熟，在短时间
内可上升的整体空间不大，所以一些海归将发展中的小
民企当作跳板，积累经验后再选择更好的就业平台。

同成长 暗含机会成本

而当一些海归从中小型民企向外跳槽时，也有另一
些海归看准了民企成长的良好势头，愿意和发展中的企
业一同打拼。留学法国的海归姜雪说：“很多人觉得国企
和外企是我们的第一选择，用股市比喻的话，它们就是
绩优股了。而民营企业对于很多海归来说，其实也是一
种潜力股，我们会比较看重它在市场化和经营方面的灵
活性。”

对此，北京睿智融科控股有限公司的招聘负责人认
为，海归选择成熟的公司就职，可以在开始获得一个较
高的起点。而选择一些发展中的民企就业，主要是考虑
到在企业发展的机会成本，他们可以与企业一起成长，
最终达到一定的职业高度。这个机会成本的回报有时是
巨大的。

大民企 越来越有引力

在很多海归眼里，国内的民企多为家族式企业，裙
带关系较多、管理水平低下。部分海归因无法适应国内

本土企业的管理制度，便不将民企作为择业
的首选，最后的选择是不得已做出的，但这
种不得已，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企的成长，
渐渐成为一种趋势性的选择。

留学美国的杨洋 （化名） 说：“我觉得
一些民企、尤其是家族式的企业不单人际关
系复杂，公司发展的决策也只是掌握在少数
人手里，我觉得自己会不适应这样的管理环
境。”

而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很多民营
企业将现代化管理制度引入内部，如国内的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早在1998年就开始以美
国休斯公司、IBM、贝尔实验室和惠普的公
司为参照对象，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现如
今已迅速成长为全国500强民营企业。

国内还有很多像华为一样的领军民企，
例如：苏宁电器、百度、美的集团、新东方
教育等。这些民企在现代化制度的推动下，
凭借着创新理念、尖端科技、国际视野与外
企同台竞争。在这些引领潮流的民企中，很
大一部分就是一些早年海归创办的。在这些

大民企的麾下，已经积聚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
海归。海归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实现着
自己的理想，他们与企业一同成长。

看前景 空间不输外企

海归回国找工作大多首选外企，他们普遍认
为自己的优势在外企会更明显、发展空间更大，
但情况并不都是如此。一些进入外企工作的海归
会发现，自己容易被框定在一定范围，较难有晋
升空间，且很容易触到职场的“透明天花板”。世
界 500 强人力资源跨国集团招聘顾问郑军表示，
外企的弊端在于，外资总部会遥控整个大局，每
个员工几乎是一个螺丝，导致个人的成就感比较
小。

此外，郑军提出：“民企有一个我们容易忽
视的好处，就是如果选对舞台，民企真的是一
个可以让你发挥并给你提供很多资源、市场、
人力调动的地方。”对海归来说，很多大型民企
的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为其提供了较大的发展
空间。

抓住岗位增加的机遇

近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一项研究
成果显示，2013年，我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

数达 35.35万人，仅比同期留学出国人员少 6
万，占同期出国留学人数的85.4%。有关专

家表示，人数增多的同时，随着经济的
发展，就业岗位也在增加。

调查表明：2014年面向毕业生的
职位发布量相比去年增长 10.14%，

毕业生就业竞争指数有所下降。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民

营企业、第三产业对毕业生的
吸收能力和欢迎程度有增无

减。同时，二三线城市的
快速扩张对拓展市场的

需求日益增强，为毕
业生带来了职业发

展的机会。
国内某人力

资源服务商发
布 的 《2014

年 第 二 季
度 雇 主

招聘意
愿 调

查

报告》显示，88.6％的受访雇主表示将在今年第二季度招
聘比去年同期更多的雇员。智联招聘数据库的数据显示，
毕业生仍然扎堆财务、人力、贸易、高级管理等看上去

“轻松”且“高大上”的职位。而忽视需求不断增加的服
务类、销售类岗位。像医药、制造、加工等传统行业出现
了技术、生产人才的巨大缺口，并且近年来这些行业的薪
酬增长速度惊人，这个缺口正成为高薪人才的“摇篮”。

加强沟通交流是必修课

“作为一个处于发展初期，需要具备国际视野的公
司，很希望海归加入。但是，我们曾招收过一名海归，没
有与公司进行过任何交流，在入职后不久就擅自离职
了。”北京桑贝尔国际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的招聘负责人
说。接受采访的部分企业认为，“海归”二字分量并没有
那么重，是否或长期录用还是取决于他的能力。“我们需
要一位能够胜任我们工作的人，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在公
司任职的一名海归，与本土客户打交道的方式方法不够得
当，公司就这方面问题与他沟通，最后因为双方沟通不
好，他选择离职。”北京大学城市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的招
聘负责人田老师说。

站在企业发展角度思考

有些海归回国找工作时，只考虑企业的发展好、晋升
空间大、薪金高等优势，并没有让自己站在企业发展的角
度去考虑能够为这个企业做些什么，所以容易处处碰壁。

“刚回国的时候，我只去海归专场招聘会找工作，范
围狭窄。后来，站在企业发展的角度上，结合企业培养与
自我优势从基层寻求发展，去年我也在这里找工作，今年
我已经负责公司的招聘了。”近日，北京工体大型综合招

聘会上一位负责招聘工作的海归小林说。采访中，不少
海归已经跳出了就业难的怪圈，扎实从基层做起，升

到了今天自己想要的位置。

求职人员年年攀升求职人员年年攀升

一边是稳定体面少变化 一边是多薪挑战有空间

海归为“考公”左右为难
林馥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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