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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 海 归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

程中将发挥更大作用。这
是大势使然。2014 年末，国务

院表示将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助力企
业“走出去”。有数据显示，未来5年，中

国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中国企业将迎
来“走出去”的黄金期。
有专家认为，海归一方面可以利用自己国际化的经验

和优势，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帮助本土国有或者私有企业走出
去。另外一方面从事投资银行、咨询、会计、法律等“中介”行

业，间接地帮助中国的企业在海外发展，充当“推手”。

近年来，中国超大型国有企业包括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改制上市，几乎每一
例都少不了国际投行、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帮助。目前，所有这些投行在华的
掌门人，几乎都是海归；律师、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的主要合伙人中也有不
少海归。

埃森哲咨询公司大中华区的董事总经理杨葳，就是一名积极帮助中国企业走出
去的海归。在首届中国企业国际化论坛上，她谈到：“20年前，在我刚刚加入埃

森哲的时候，我们是帮助国外企业进入中国，但是这几年我们越来越多地
帮助中国企业实现全球化的梦想。”

“发挥作用”已经成为国家留学工作全新方
针。所谓时势造英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

大潮将为海归发挥作用提供新的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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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对于中国来说，是深改之年、融合之年；对于海归来说，“变”之深又
“融”之切，贯穿了365个日夜——有的时候有点猛，有的时候还有点晕。

在过去的一年中，新生代海归已经悄然成为了许多故事的主角。虽然
褪去了精英光环，进入平凡时代，但他们有如脱胎换骨般轻盈，更加创新，

更加努力，更加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方向感——他们有着强烈的创业
意愿；探索甚至重新定义新行业领域；社会责任成为生活中的

组成。他们转变定位、转换心态、寻找新的事业发展点，
忙得不可开交。这是为了什么？因为他们还有梦

想。
没有一篇巨著，哪怕是一段

文字或者一个单词，能够将海归
之梦辨析明白无误。唯一

可以明确的是，它深
植 于 被 称 为

“ 归 来

者”的躯体内，从未泯灭。
梦想在，海归就还在。
2015年，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注定仍会在奔跑跌宕中前行。我们的生

活会更好吗？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国家又会是怎样？我们如何对得起时代？每
个人又该怎样度过？有些人放弃去想，但真正的海归却从不。“家、国、天下”是
每个海归个体年年日日都要经常翻出来自我回答、自我更新的必答题。中国继
续在改革的道路上探索，这样的时代对海归的责任要求更多，面对挑战，海归能
否做好？海归又会有哪些改变？

既然路还很长，那不妨轻松一点吧，不必那么累！

所以，我们选择“加（+）”和“减（-）”作为2015年的海归创业年度关键词，既
着意于体现海归的变化，也寄望海归有着快乐难忘的生活。

如今，海归仍是国家未来人才的重要来源，也是新思路、新文化观的重要中介。
“+”同“加”，有增加、加强之意。海归在这方面的作用，不但没有减少，却在增
长。这主要体现在社会环境中，海归政策与服务链条的加强；海归自身社
会责任感增强；国际双边和多边格局下国际化价值的增强……

“-”同“减”，2015年的海归同样需要减压减负：
通过减少不合理束缚，力促机制的创新；学会平
衡雅俗，换得阳光下的宁静；放下过多的焦
虑，使得自己能够大跨步地前行。

2015，海归加油！

2013
年 ， 留 学 回 国
人数再创历史新高，
达到 35.35 万人 （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 《中国留
学回国就业蓝皮书》）。有专家预
测，2014 年，留学归国人数将达到 40
万。我国将从世界最大的人才流出国，转变为
世界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国。更大的海归潮即将到来。

2014 年 12 月，全国留学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
中国首次高规格举办将留学作为主题的会议。业内人士认为，
这次会议的召开体现出党和国家对留学与归国事业的重视和鼓励，
今后国家会在政策、资金、教育等方面营造出更加良好的环境。

2014年3月1日，最新 《公司法》 正式实施，共修改了12个条款，包括将公司
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取消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放宽注册资本
登记条件、简化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件等。这些都为海归提供了极有利的创业环境。

“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是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留学人员提出
16字方针。其中“发挥作用”这一条，不仅是让海归努力，也要求相关部门做好海归服
务工作。在怎样让留学归国人员发挥作用方面，政府、留创园或是海归组织都是重要
平台。在政策上，除了以往的引才计划，针对新生代海归的政策也是新生代海归的期
盼。另一方面，加大海归政策的宣传也是促进新生代海归创业的一个重要举措。

2014年正值留学人员创业园 20周年，在留学人员 20周年座谈

会
上，全
国

留学人员创业园定下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市场化、品
牌化、特色化、国际化”。各省留创园结合国家

与地方的政策，积极结合地方特
色，发展本地的留创园特

色，积极发挥集
聚效应。

2015 年 ，海
归将肩负起新的

责任。具体来讲，国
家发展大势就是在国内全面

推进改革，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在国外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这两方面的工作都需要一批熟知
世界、贯通中外的人才队伍来推进。海归则是这
一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多的前沿科
技和更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高科技领域一直是
海归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阵地，百度、新
浪、中星微电子等一批高科技企业都是由海归创

办的。2015年，海归将继续探索新兴产业，带动
经济向“创新驱动”转型。此外，海归还将助力
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

“做公益并不意味着就是牺牲或是单纯的奉
献，而是要有必要的激励来支撑善淘可持续地
运行下去，并且将这个模式推广到更多的地
方，为更多的人提供帮助。”周贤是一名英国海
归硕士，她毕业于伦敦大学，所学专业是公共
服 务 政 策 。 回 国 后 ， 她 创 办 了 一家“社会企

业 ”—— 善
淘网。这家网店
通过商业运作，既解
决了社会问题，又解决了
自身生存问题。

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正在形成，如
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有着跨文
化经历的海归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在民间外
交上，海归组织往往能发挥更大作用。欧美同学会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陈竺就指出，欧美同学会
将发挥资源优势，努力成为推进中国民间外交事业
的一支有生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2015年的公共
外交舞台上将见到更多海归的身影。

即将从美国康涅狄格大学金融数学专业毕业
的白羽，提前半年回到北京，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
职业蓝天。“新生代海归绝大多数的压力来自于身
边的人。父母长辈对留学没有太多的了解，付出的
努力也没有得到认可。”白羽觉得压力越来越大。

据2014年相关数据统计，超四成海归选择在北
上广江浙一带省市发展。选择某份职业需要做几
项准备工作：对专业对口的人才市场进行调研，北

上广有些岗位已经饱和而有些岗位又十分空
缺，如果盲目地去北上广，可能会“撞得头

破血流”。同时要对自己有明晰的自
身定位和工作定位。企业和求

职者是双向的选择，北上
广平台大、视野广、机

会多，对应的是

高强度、高压力的作业。“削尖了脑袋往里挤”给自
己徒增了几番压力。

“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既然海归留
学经历单一含金量日渐缩水，在一线城市就业缺
口日渐饱和的严峻情形下，应将眼界拓宽到高速
迅猛发展的二三线城市，为自己准确地选择最适
合的“良木”。

北京丰华联合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先生是
一位老海归了，他说：“给新生代海归最大的建
议就是不要心比天高，眼高手低。明确
自身的优劣势，找准定位。”想要
减压，新生代海归就要减少攀
比之心，不被浮躁的社
会环境干扰，轻装
上阵。

2015
年，创新创业仍

将 是 中 国 发 展 的 主 流 。
《2014 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 显示，

“追新求变，有创新精神” 以 47.7%的得票率排
名第二，成为海归显著的标签。

但是真正成功的创新创业却不是那么容易。北京丰华联合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先生说：“创业要适应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国的商业环
境和外国还是很不一样。最好是同本土人才合伙。留学生创业单纯靠自己，
成功是很难的，百分之九十九会失败，存活率极低。”

创新创业机会多仍是海归选择回国创业
的重要原因，相关部门要继续完善服务，降
低政策门槛，实行负面清单，减少对海归创
新创业的机制束缚。

2015年度北京市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
支持计划申报工作已启动，其中申报条件上
明确说明：重点支持近期回国、尚处创业初
期的留学人员，对于已入选国家和本市各
级人才计划获得过资金资助的，原则
上不再列入创业启动支持项目。
这些政策都为新生代海归
减少竞争，更大程度

获得资助提供了帮助。
另外，海归人才专业结构也将不断变化，就业

的方向也渐渐从高端行业的狭小空间跳出来，
扩展到技术创新、设备创新以及创新成果
的保护方面，例如应用工程师、信
息科技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等
多个领域。法律保护、技
术运作、资本流通成
为海归不断开拓
创新理念的
保障。

展 望
2015，新生代海

归 出 现 不 可 逆 的 一 大 趋
势：海归的年龄愈发年轻，“90后”入

驻海归大潮。与前辈们先成家后立业的传统观念
不同，“90后”婚恋观上更倡导先立业后成家。他们将大部分

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职场中，忽略了自己的感情生活。越来越多的海
归们职场得意、情场失意，成为情场的海参 （剩）。

有专家认为，目前出现的工作与生活质量不相匹配，源自于社会中的各体诉求
过于“丰满”。许多人都能深深地感受到国家发展飞速，各行各业齐头并进，蓬勃发
展的势头不可抵挡。即使我们仍在做着与以往一样的事情，但我们仍能够感受到这
种蓬勃发展的力量带来了更多的压力。

海归的个人问题一方面出自于高压的职场生活，另一方面则因其多为独生子女
是父母的心头肉，又戴有“镀金”般的光环，婚恋期望值自然偏高。海归们应追求
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在工作与生活之间找到平衡点。

“两个人合得来，相互理解。那生活和工作就很难出现不平衡的状态。”白羽在接
受采访时这样认为。和谐的家庭，稳定的感情生活，既是不良情绪的发泄口，生活的调

味剂，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事业成功的稳定支
撑，生活的重心。

不被浮躁的环境感染，遵循
内心的选择，才是最为舒适

的生活。作为新生代海
归，更应该放慢脚

步，从容地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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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加加””有有““减减””方能远行方能远行
陈 晨 赵占杰 陈雯艳

1.机遇增加 把握时代 3 .作用增加 走出国门

2 .责任增加 砥砺向前

1.减少束缚 创新创业1.减少束缚 创新创业
3 .减慢脚步 从容生活

2 .减轻压力 轻装上阵2 .减轻压力 轻装上阵

书法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朱炳仁

梦想在，海归就还在
齐 心

在采访中，我们深深感受到
当今社会，新生代海归所面临的巨大

压力。人们总是在拼与被拼的路上。“时间
都去哪了”？
海归的烦恼更多！头衔越来越不值钱，留学归

国人数却越来越多。海归在国外读书回归，面临着要重
新适应中国的经济生活环境的问题。
在采访中，我们多次听被采访者谈到海归回国后的各种不适

应。曾有被采访者谈到，很多女性回国后最不适应的就是中国的环境，
出国前她们一直觉得中国哪里都好，但是几年留学归来之后，大呼中国的环

境特别差，适应不了。还有被采访者谈到，这些年轻的海归刚回国想要创业，但是
管理上面临很大问题，管理经验不足。

面对不适应，海归期望借助助力适应中国环境。对于一个刚成立的小公司，他们

会考虑到每一笔收入，无论
政策怎样变，他们希望这些政策
和服务能够更加实惠。一个被采访者
说到，他的公司入驻在一家留创园，留创园
给其公司减免一半的房租费，仅仅是这个就让公
司很珍惜了……

即使有外部助力，不敌自身减压。
面对压力极大的生活。极简化生活，又开始流行。
日前，媒体再推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欲望极简、精神极简、物质极

简、信息极简、表达极简、工作极简、生活极简。这些引起职场人共鸣。
减，就意味着增加。
链接：《过过极简生活》

（《健康时报》2014年10月27日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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