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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学商科和社科的回国留学生来讲，恐
怕要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了。”

这是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副主任车伟民在
《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发布会上说的话。

海归就业越来越难，而最难的恐怕要数商科
和社科背景的海归硕士了。海归硕士占到海归总
数的六成，专业分布又十分集中，加之国内相关
专业的研究生也很多，就业竞争之大可想而知。

造成这种扎堆现象的原因还得回归到留学生
涯的前期选择上。跟着市场需求跑，盲目从众是
首要原因。但需求是在不断变化的，就如农民在
西瓜价格最高的那年才种下种子，来年往往很难
再大赚一笔。

专业门槛低，申请难度小，也是重要原因。
这反映出不少留学生是为了出国而出国，而缺少
明确的目标和职业规划。如果在留学期间依然没
有确立一个目标，这些留学
生在学成回国择业时，会再
次回到盲从的状态。

因此，在留学期间，甚
至在留学前就想好自己要往
什么方向发展，是避免扎堆
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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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出成果 要比日本人更认真努力

“我是在不懂日语的情况下去的日本。那时我不知道怎么从机场
到研究所，也不知如何用银行卡取钱。” 1991 年，为了更好地发
展，赵伟辞去北京邮电大学的工作，抛下妻子和刚刚1岁的女儿，孤
身闯到日本，在一家研究所从事图像研究工作。

在研究所工作两年后，由于表现出色，一家大型医疗设备企业
向他抛出橄榄枝。他工作十分努力，项目研发期间，晚上很少在11
点之前离开过公司。赵伟回忆说：“当时经常开车回家的路上想项
目，到家了才意识到没有留意红绿灯。我夫人形容我，当一个项目
结束了，就像失恋了一样。刚去的半年就瘦了14斤，还以为自己生
病了。”

凭着这股专注的劲头，赵伟很快推出了新产品。他研制的“电
磁刀”微创手术设备，减轻了对人体组织的损伤，获得了十多个国
家的专利，并摘得日本医科器械领域的顶级大奖。这也使得赵伟在
公司两次“跳级”晋升，跻身公司核心管理层。

赵伟这样看待自己的成就：“要想做出成果，就要比日本人更认
真更努力。我不仅做好自己承担的任务，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
的方案。上司经常说我完成了他预期的200%的任务。”

废寝忘食 20多年来几乎不睡午觉

多年国外医疗行业的工作经验，让赵伟感觉到“国内医疗设备
技术太落后了”。他希望把国外所掌握的技术带回中国，创造更大的
价值。作为首位日本主板上市企业的“华人董事”，回国前的赵伟享
有很高的待遇，退休后还有一笔丰厚的董事退休金。赵伟回忆说：

“几经犹豫，我终于拿定了回国的主意。公司不愿让我走，但董事长
得知我连退休金都不要了，也只好同意了我的要求。”

2010 年，赵伟和几个合作伙伴来到中关村，成立了“安进医
疗”，进行二代电磁刀技术的研发。与日本大公司管理有序的工作环
境不同，创业过程的一切琐事赵伟都必须亲力亲为。“当时刚回来创
业，就是带着团队没日没夜地工作。直到现在，我们的团队每天都
加班到很晚。”赵伟的工作强度很大，“20 多年来平日几乎不睡午
觉。这也是在日本的经历带给我的习惯。”

如今，安进医疗马上要向国内外市场推出一款新型脑肿瘤微创
治疗设备。这一产品是在赵伟2007年获得日本年度医疗技术发明奖
的成果基础上，再创新而成。

不改初心 怀揣使命感和奉献精神

研发医疗设备是一项枯燥而艰难的工作，没有使命感和奉献精
神是做不下去的。

“我们的每一个突破，每一点进步，都离实现减轻患者痛苦的目
标更近了一步。”这是安进医疗公司墙壁上最醒目的一行字。“我们
经常让工程师参加临床实验，亲身感受到患者在病床上和手术中的
痛苦。通过这样的感受，工程师在技术研发上就会对产品技术和质
量有更高的追求。”安进医疗公司一直很重视用这样的体验来培养员
工的使命感。

除了为患者减轻痛苦，赵伟还希望为改变国内先进医疗设备依
赖进口的局面做一点贡献。这也是当年他决意回国的初心和安进人
的愿望。

赵伟：安进医疗科
技 （北京） 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入选

“ 中 关 村 高 端 领 军 人
才”、北京市海外高层
次人才，“2013 中关村
十大海归新星”。入选
中组部第十批“千人计
划”创业人才。在日本
工作期间，成功开发

“电磁刀”技术，系世
界首创。

12 月 5 日 ， 第 二 届 留 学 生 节 暨
2014 海外学人回国创业周在广东珠海
开幕。期间，组委会举办了海外学人
创新创意创业大赛总决赛、海归青年
圆梦座谈会、海归创业论坛、纪录片

《容闳》 开播仪式、考察参观文化特
区、商务沙龙和海归青年浪漫交友派
对等12项精彩活动。

图片来源：南方日报

珠海举办创业周

学历大多一般高 专业总是爱扎堆

海归硕士还有竞争力吗？
赵占杰

11月 26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首次采用大数据理念，
对2013年服务海归过程中采集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发布了
《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报告显示，海归硕士占海归总数
六成，且以商科和社科类专业为主。

在许多地区，仍然有
超过一半的留学回国就业人
员，期望在北上广深寻找职业
发展机会。近日，深圳市侨办侨
联海归项目课题调研组针对深圳
留学归国人员进行了创业、就业
情况调查。

薪资——
薪酬优势不明显
多数月薪未过万

据《羊城晚报》报道，海归
回国就业曾经普遍受到外资公
司、国营企业、民营企业的青
睐，因而薪酬丰厚。如今，这种
情况只出现在高端海归人才的身
上。据调查，许多企业选拔人才
时，没有特别区分海归和非海归
群体。在起薪、升迁等方面，海
归竞争优势并不明显。调查发现，
海归的专业背景依然十分重要，
直接影响个人的晋升机会、职业空间以及薪酬高低。

部分海归表示，相比于上海、北京等城市，在
深圳生活成本高，且深圳国际化大公司较少，以中
小型企业居多，福利体制不完善。尽管如此，海归
渐趋理性对待薪酬待遇，更看重的是个人发展和学
习空间。调查显示，工作经验是决定海归薪酬高低
的重要因素。深圳海归月薪在 6000 元至 10000 元的
区间比例最多，占 60%以上。已就业的深圳海归人
员，在薪酬上与非海归差异并不明显。

优势——
九成半年内就业
多选择金融行业

调查结果显示，深圳海归整体就业形势比较乐
观，就业难现象并不突出，90%以上的海归能在3—
6个月内找到工作。

此外，海归就业多青睐于热门行业，如金融及

相关服务业、电子信息技术、教育科研和文化创意
产业等。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计，
2013年选择在深圳就业的2632名海归中，从事工作
领域排在前五位的是金融业 （386 人，占 18%），制
造业 （127人，占 5.9%），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 （122 人，占 5.7%），教育业 （80 人，占
3.7%），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79人，
占3.7%）。

趋势——
创业意愿较强烈

“海鸥”群体增多

创业海归人数或进一步增加且呈现年轻化趋
势。调查结果显示，88.37%的海归有比较强烈的创
业意愿。计划在深圳创业 5 年以上的海归比例达到
63.95%。“80后”甚至“90后”海归纷纷加入创业大
军。海归创业领域集中在信息产业、生物医药、节

能环保、新材料、移
动互联网等领域。深圳

留 学 人 员 创 业 园 中 ，
70%-80%的海归创业集中于

信息产业。
调查发现，深圳“抱团创

业”的海归越来越多，创业团
队至少 2-5 人。形式多为导师
带学生创业、同事一起创业或
朋友一起创业。据羊城晚报报
道，美国哥伦比亚医学院研究
所的覃宏宁，15年前从北京大
学毕业后到哥伦比亚医学院学
习，并留校从事研究工作。他
说：“我和同事、朋友共8人组
成创业团队，带着生物医药类
科技项目，回国创业。8 人全
部是博士、博士后，其中有哥
伦比亚医学院研究所的研究人
员，还有融资专家。”

此 外 ，“ 海 鸥 ” 群 体 增
多。“海鸥”是指那些频繁来
往于国内和海外的特殊留学生
群体，主要包括回国创业创新

的新侨和向海外投资移民的企业家。他们没有彻底
定居中国，其事业、企业或合作项目往往跨越国内
外。他们的思想意识已经从过去的“人回国服务”
转变为“智力回国服务”。

薪资不高 创业不易

深圳海归更看重发展空间
赵占杰 武妍文

赵伟：

项目结束 如同失恋
武妍文

赵伟：

项目结束 如同失恋
武妍文

人数多
是不是等于竞争大

随着海归人数的增加，海归硕士不仅要与国
内研究生竞争，海归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

“我在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面试的时候发现，
90%都是从国外学校毕业的海归硕士。” 毕业于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毛同学说，“这种情况在外
企的招聘中越来越常见。”

同是海归硕士，专业也相仿，如何在竞争中
分出高下？毛同学认为，用人单位首先会看你在
海外就读的学校。“招聘者对名校的学生还是
很认同的”。其次，用人单位就会看海归在
笔试和面试中的表现了，有的海归硕士体
现出了更开放的思路，更好的英语等海
归应有的优势，有的海归则从表现上
看不出他留过学。“用人单位对综合
素质的考察就是看你有没有在国外
把有限的时间最大限度地利用起
来。”毛同学总结道。

面对竞争愈加激烈的就业局
势，留学机构专家建议海归硕士
们找工作要早动手，回国前半年
开始找工作较为合适。

时间短
是不是等于质量差

“和你一起面试的国内研究生都
读了两三年，而你这个硕士实际只读
了大概 9 个月，你 1 年时间能学到什么
呢？”这是 Lucy 找工作面试时最令她尴尬
的问题。英国某高校新闻学硕士Lucy于今年
夏天结束课程，回到国内找工作。

其实，不仅是英国的留学生，澳大利亚、新
西兰等英联邦国家也有大量的“一年制硕士”。
其研究生课程分两大类，一类叫做研究式课程，
一类叫做授课式课程，二者的区别简单讲就是一
个以日后从事学术研究为导向，招生人数很少，
一个以就业为导向，招生名额比较多，课程也偏
实际；研究式的要3年，授课式的一般1年到1年
半。

“国外的课程安排很科学，很紧凑，学习压
力很大，当然收获也很大。”毛同学认为，时间
短不能与质量差划等号。他告诉记者，他们每节
课前都做大量的阅读，否则很难听懂老师讲的内
容。反观国内的研究生，许多人3年都读不了几

本书。
一些用人单位的认识也日趋理性。“我们对

国外一年制的硕士还是认可的”，一家国企的招
聘人员告诉记者，“仅凭学习时间来对人才做评
判是不科学的。”

商科和社科

是不是等于“万金油”

《中国留学
回国就业蓝皮书》
显示，海归留学选择最多
的 10 个学科为工商管理、
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
外国语言文学、艺术学、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管理学与工
程、教育学、社会学、新闻传播
学，以商科类和社会科学类学科为
主。

商科和社会科学类学科被一些人认为是“万
金油”专业，跟什么都沾点边，又好像什么都不
对口，在找工作过程中，并不受宠。

广州市某企业校园招聘负责人王经理向记者
解答了这一疑问，作为招聘主体的企业，市场化
的经营模式和以效率、利润优先的经营理念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用人战略，这意味着在学校接
受大量理论教育但缺乏一技之长的商科和社科类
专业学生可能创造的现实价值较少，在激烈的岗
位竞争中自然不占优势。

与此同时，企业内部适合这类专业的综
合管理类职位人员流动性差、更替缓

慢，而专业较为对口的公务员、事
业单位招聘则竞争异常激烈，
“分流作用不大”，这些都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些海
归的选择范围。但王经

理又表示，众多企业都
欢迎综合素质高的
海归硕士。

因此，专家建议，
学习商科和社科
专业的海归硕士
想要获得用人单
位青睐，一方面
要通过假期实习
增长实践经验，
另一方面可以辅
修计算机、第二
外 语 等 课 程 提 高

自己的综合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