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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芯栋梁 成绩斐然

吴汉明博士 1976 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
1978 年他成为“文革”后我国第一批硕士研究
生，并于 1987 年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获得工
学博士学位。他先后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后，同时在加州
诺发公司和英特尔公司任高级研发工程师。2001
年吴汉明加入中芯国际，任技术总监。他的研发
成果通过中芯国际产业化实现了 60 多亿美元产
值。

2003 年，吴汉明参与并指导了国家“863 项
目”《高密布电感等离子体刻蚀机研发》。他从基

本原理教起，把在国外学习到的先进技术毫无保
留地传授给国内的工程师，并与他们共同研究关
键技术的解决方案，积极推动产业化应用。经过
数年努力，该刻蚀设备成功地在中芯国际天津厂
生产线上得到应用。这是国产设备首次在先进集
成电路大生产线上的成功应用，打破了中国集成
电路制造装备完全由国外企业垄断的局面。

在“十一五”国家重大专项中，吴汉明主持
了“65-45-32纳米成套产品工艺研发”项目。这
是我国在集成电路行业史上投入资金规模最大

（共 投 入 31 亿 元 人 民 币）， 难 度 跨 越 最 高
（65-45-32纳米三个技术代），参加单位最多的成
套工艺研发项目。该产业化成果获得北京市 2012
年科技进步一等奖和2013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身体力行 培养人才

在吴汉明的北京学者工作室里，工作着一批

博士和硕士毕业生。作为公司的技术研发副总
裁，他除了要求下属完成工作任务外，还鼓励他
们进行先进工艺研究。在他看来，博士或硕士毕
业后到企业工作，也应该和在学校或科研院所工
作一样，对先进技术保持热情。

他并不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能力当成私房秘
籍，而是公开地和下属分享。他身体力行，经常
和下属探讨技术问题。大家一同对新器件、新工
艺开展研讨，提出新想法，并用实验验证。许多
专利和论文，就是在这种“老带新”的模式下产
生的。如果下属在做先进研发时遇到瓶颈，无论
多忙，也总能得到吴汉明的帮助，上下级的关系
变得更像是师生关系。

吴汉明每年会在公司举办两场 《集成电路产

业先导工艺技术发展》 的培训讲座，面向全公司
工程师授课，有力地提升了年轻工程师技术能力。

心系社会 热心公益

2010 年，吴汉明当选北京市经济开发区首批
特聘专家。他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为北京经济
开发区建设献计献策。在区委书记和区长的咨询
会议上，他多次提出了加快发展北京经济开发区
的有益建议。比如，引进企业时，通过产值和排
污的比例来决定引进支持强度等。

在忙碌的科研工作之外，作为大兴区政协委
员和北京市人大代表，吴汉明十分热心地参加为
贫困居民救助捐款等公益活动。

不久前，吴汉明义务参加了由北京经济开发
区策划的“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发展”的科普影视
片拍摄，向全社会普及集成电路的常识，为提高
全民科学素质和科学知识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

人才的培养模式，应该国
际化。

但是，国际化应该照搬西
方模式，还是回归本土文化？

中国家长对孩子往往抱有
很 高 的 期 望 ， 从 幼 儿 园 到 大
学，都希望给予孩子最优的机
会，追求精英教育，引入“洋
方法”。模仿西方，“冬天穿短
裤，天天喝凉水”，这不是国际
化。单纯从课程设置等表面功
夫上做文章，是治标不治本的。

中西方的教育理念差异很
大。真正优秀的人才，是在获
得国内良好的基础教育之后，
出国依旧优秀的人。实现基础
教育国际化最根本的是，在中
国文化与教育理念的基础上，
正确理解西方教育。这不仅仅
是对教育事业工作者专业素质
的要求，更是对教育相关的每
一个环节，包括家长、学生、
乃至整个社会在内的期许。

教育需要具有中国本土文
化底蕴的人才，也需要真正熟
悉中外教育环境、方法，并理
解 中 外 教 育 理 念 与 差 异 的 人
才。教育是一个由爱心与责任
修筑的事业，希望有更多拥有
教育梦想的海归参与其中。这
在刚刚举行的“基础教育国际
化论坛”上已经得以充分论证。

将我们孩子成才的途径，
寄托于教育的“模仿”，从一开
始就输了，而且输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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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都开始招聘海归啦!

海归从事基础教育
绝非大材小用 齐 欣 武妍文

图为北京市私立汇佳国际学校人力资源总监冯爽等现
场视频招聘

图片来源：中国教师人才网

基础教育国际化 海归用武正当时

如今，国内中小学基础教育开始吸收西方素质教育
的方式，创办了许多或以出国为导向的国际班。引进国
际课程是基础教育国际化的途径之一。例如有的国际学
校参考了美国学校模式，设立了“40，40，20”的师资
结构，即40%外籍教师，40%海归教师，20%的中教双语
教师。

此次基础教育国际化论坛中，专家就我国基础教育
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有专家提出，目前真正懂国际教
育的管理者较少；借鉴国外教育的资源造就一批师资队
伍并不容易。由于缺乏政策规范，很多外教没有教师资
格证。同时，学校部分课程的设置存在随意性和盲目
性，且收费高昂。

就外教聘用情况，上海某国际学校从事人力资源工
作的老师说：“外教的流动性很大，有的工作不到一年
就离开。另外，外教聘用成本高，尤其是理工类专业。
因此这类学科对海归教师的需求比较高。”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周满生在会上强调，
“公办学校一定要做教育国际化改革的引领人。通过将
国际课程与基础教育优势相结合，可以弥补本土教育之
短板。”

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小学基础教育需要国际化，需
要更多相应的人才为之共同努力。

中西教学多元化 海归主动去探索

中西文化差异很大。用汉语的思维方式去实现英语
的读写交流，这不是成功的教育结果。据统计，去年内
地各类英语教学机构共招收 3.6 亿名学生。中国许多英
语教育单纯停留在语言教学方面，没有注重培养学生的
学科思维。

会上周满生还说：“基础教育国际化的侧重点，应
该放在注重培养学生多元文化的理解能力和国际竞争意
识上，积极吸收和借鉴国际先进的理念。”中国教育在

线总编辑陈志文十分形象地描述了这一问题：“我们也
讲世界历史，为什么不用英文讲，而用中国化的东西替
代它的艺术课程。”

海归拥有留学经历，融入国外生活并接受了国外的
教育方式。他们的身上，承载着中国文化，同时具备西
方思维。他们正是中国中小学国际化教育趋势下最需要
的乘风破浪者。一位海归提及国外文化对自身的影响
时，这样说，“我接触到了异国文化，但我并没有全盘
西化。我会开朗并包容地去接受新事物，同时表达自
己。”

海归从事教学具有一定优势。现任上海一所国际学
校英语老师的凯莉，硕士毕业于英国华威大学。提及自
己的教学，凯莉说：“在国外学习中思维方式的改变很
大，我总会将国外的教学模式应用到自己的课堂上。例
如不布置硬性的练习题，而让学生们主动去思考问题，
多给他们机会去自己探索。”

国际学校大舞台 海归筑梦唱主角

教育的发展不仅是对学生学习能力与竞争力的挑
战，更是对教师专业素养提升的要求。而教育国际化更
面临着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的问题。

论坛上，许多专家谈到了基础教育未来的发展，并
希望有更多的海归从事教育事业。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国
际部副校长马成表示，“我们想让有经历、有经验的人
回到学校的体制内，组建一个‘诚信联盟’组织，服务
每一个想上大学的人。我们现在有外国人加入，但如果
有更多有梦想的年轻海归，那我们会做得更好。”

作为一位拥有教育梦想的海归，悉尼大学中国教育
中心主任康长运2011年回国后，一直投身于国内教育事
业。论坛上康长运讲到，“许多学生学习语言，他们的
思维和认知毫无关联，脑里从小没有塞入英语思维符
号，一切信息都是通过汉语思维加工。这样，中国的国
际生即使语言过了关，思维关过不去，依然成功不了。
我呼唤在国外的留学生要拥抱这样一个机会。”

康长运将国际学校比喻成一个舞台，而这一舞台主
角却是外国人。他希望有更多的海归参与到教育事业
中，“我们唱戏的人哪里来？通过这个平台，我向千千
万万的海外学子呼吁，这就是你们的舞台。你们现在还
在担心海归当海待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拥抱它？”

国际学校在支持外国人来中国教授课程的同时更应
该注意中外合作，同搭台同唱戏。

海归如何认识留学价值

被打折
武妍文

10月19日，首届基础教育国际化论坛暨中小学教师海外人才招聘会在

广东珠海举行。许多地区中小学面向拥有海外留学背景和具备双语基础的海

归人员进行招聘。会上，专家和海归激辩：未来是照搬，还是回归？

吴汉明：

集成电路产业
排头兵

徐 鹏

集成电路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芯片制造，关系
到我国经济、民生和安全，是国家的核心产业。为了中国芯的腾
飞，吴汉明博士长期耕耘在这一领域。

据统计，留学费用在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英国最高。
留学生每人年均学费超过 3.5万美元，约合 21.47 万元人民币。面
对这些花费，海归回国后需要打拼10年才能“回本”。海归出国这
些年到底学到了什么，收获了什么？是语言能力还是一纸文凭？

洪梅莹绘

洪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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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尹后庆：“我们要培养三
支队伍：一是了解外课程的专家队伍；二是能够参与国
际教学的教师队伍；三是具有国际课程实施与管理经验
的校长队伍。”

左图为悉尼大学中国教育中心主任康长运：“在著名
师范大学的外语、教育专业，开设国际教育本科学位，
并双语教学。创立更好的平台，通过国际交流，培养能
够从事国际教育的人才。”

图片来源：中国教师人才网

投入回报反差大

教育也是一项投资。不少海归面临
的问题是，花重金留学，回国后薪水却
与花费不对等。海归就业起薪远低于预
期。据统计，超过 2/3 的留学人员回国
就业后，年薪不到 6 万元，其中 36.5%

的海归年薪低于 4万元。这意味着，即
使年薪每年有10%-20%的增长，海归仍
需要7-10年才能“回本”。

日前，一家金融机构宣布，将在美
国举办多校招聘会，其开出的年薪相差
较大。即便金融机构招聘精英人才，起
薪也并不高，年薪约在 15 万到 30 万元
人民币。这意味着，留美学生需要花 3
年甚至5年工作才能赚够学费。

当问及出国最大的感受，留学英国
并在北京工作的李杰开玩笑说：“感
受？说实话，就是太能花钱了！”而说
到留学花费与如今工资差距，他又笑

道，“这个问题正中我的伤心处。”

明知不值为何去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归饱满的技
术追求相比，时下年轻人出国的初衷发
生变化。南京财经大学一位教授称，这
可能与留学潮有关。无论家里财力是否

够得上，去留学镀个金，做
一名海归总是好的。

不少家长表示，现在身
边 很 多 家 庭 都 送 孩 子 去 留
学，就像购买苹果手机一样
时髦。别家孩子都去了，他
们也不想亏待自己的孩子，
也要跟上“节奏”。

谈到出国的原因，一名
家境富裕的年轻海归说：“出
国 就 是 觉 得 朋 友 们 都 在 国
外。自己学习不好，直接工
作不如趁着自己还年轻，家
里 条 件 跟 得 上 ， 出 去 多 看
看，见见世面。”另一位海归
则说：“我是听父母安排而出
国的。爸爸觉得英国是培养
淑女的地方，就送我去了。

我们这一代海归，出去玩的成分多一
些，而真正学到的东西少了些。”

留学价值打折扣

有家长指出，欧美国家的一些专业
教育，例如金融、医学等，较国内更为
全面。这是家长送孩子出国最重要的考
虑因素之一。孩子通过学习能建立国际
化的视角，对未来成长有利。

然而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今年刚从
英国利兹大学毕业回国的王烁称，作为
工薪阶层的子女，在国外的生活并不滋
润，每天都是掰着手指头过日子，省钱

与专业学习就是生活的重心。身边
许多家境富裕的同学，学习并不努
力，而娱乐生活十分丰富。大家因
为生活水平的差异，社交上也存在
隔 阂 。 学 习 氛 围 不 浓 厚 ， 那 些

“混”文凭的同学让他感到出国学

习和深造的意义丢失。如今王烁还未工
作，面对国内就业形势他说：“我并没
有感觉留学经历为我求职加分很多。不
过我仍抱有期望，毕竟我个人出国期间
努力了，自身能力提高了。”

有着多年出国培训经验的锐朗国际
英语负责人唐先生就这一问题评价说：

“我们一直提醒学生理性看待留学，对
于所选的国家或地区，须权衡学费、生
活习惯等各方面细节。”

求学重点在收获

当然，在大众留学的时代，单纯从
金钱的额度来衡量一个海归的留学价值
是不合理的。出国学习的成果因人而
异，一位留学中介老师说起自己的学
生，“有不少人在国外每天和中国朋友
在一起，或者躲在家里不出门，最终什
么也没学到。也有很多人出国积极参与
学习和社交，很快融入了国外的生活，
思维方式变化很大，收获很多。”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副校长马
成说：“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一种
被放到任何国家、任何谁都不认识的地
方都能生存下去的能力。足以让一个人
受益终生。”

在国外读书，除了专业学习外，社
会生活同样是个人能力提升的一种方
式。海归出国读书期间的所见所闻、增
加的经验、接触到的新观点等都可以成
为他们日后发展的无形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