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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今年 8 月发布的“2015 年中国海归就业
与创业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留学回国
人数达到 36.48 万，比 2013 年增加了 1.13
万，增长 3.20%。抽样调查显示，留学回国
人员中，2010 年之后回国的占 78.4%。国内
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正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留学人员回国就业创业。

“现在碰到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中国政
府积极支持有创新趋势的机构，这是非常好
的机会。”1997 年赴英国留学的周炜，目前
是 XNode创业加速器创始人。“这是我第三
次创业，现在我们在上海做一个创业加速器
联合办公空间，希望能把中国创业者网络和
海外的创业网络对接在一起。”

在双创大潮的背景下，针对归国留学
人员创业的利好政策不断推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司长孙
建立在今年 8 月第十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
创业论坛上就表示，人社部今年首次将留
学人员回国创业纳入到国家整体的创业政策
体系当中。

在清控科创董事长、“千人计划”创业
人才平台评审专家秦君看来，“今天的中
国，为创业者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创业环境
已经变得很好”。但她同时指出，“能不能在
具体政策的落实上，真正地达到支持创业者
的效果，也是比较关键的问题”。

创新创业平台增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因看到国内的创
业环境良好而回国创业的海归呈上升趋势。

“在我们机构投资的上百家企业当中，约半
数以上的企业，都有海归人才的参与，而且
我们机构中 80%的员工都有海外学习背
景。”曲敬东说。

随着海归创业人数的增多，为他们搭建
的创新创业平台也越来越多。据欧美同学会
秘书长张学军透露，今年 4月欧美同学会成

立海归创业学院，迄今已有 7 所地方学院，
并通过举办创业大讲堂、组建海归创投联盟
等活动，助推留学人员创新创业。“明年还
将在美国硅谷、英国伦敦成立分院。”

而 作 为 国 家 创 新 体 系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专门为留学人员归国进行科技创业而
设立的服务机构——留学人员创业园已走
过 20 年的历程。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
底，我国已建成各级各类留学人员创业园
305 家，入园企业超过 2.2 万家，6.3 万名留
学人员在园创业。

谭铁牛表示，为归国留学人员打造创新
创业平台已成为欧美同学会今年工作的重
点。刚刚闭幕的中英青年创新创业论坛是首
次举办，今后还将定期举行，以搭建中英青
年创新创业的交流平台。

创业的落脚点在哪里？

虽然国内的创业环境和发展潜力吸引众
多创业者归国，但在“落地”过程中，海归
还是会面临各式挑战。

“2015 年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数
据显示，49.1%的海归创业者曾有失败的经
历。海归认为，在回国创业方面的劣势主要
集中在 3个方面：不适应国内人情社会，难
以获得发展机会；不熟悉国内市场环境，战
略制定不当；不会与政府打交道，行政审批
受到阻碍。

正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读博的程晨 （化
名） 告诉记者，回国创业一直是他的心愿。

“不过，心里确实没底。太年轻了，好多经
验欠缺，希望毕业后在国外多积累一些经验
再回国创业。”

在秦君看来，创业有3个核心问题：“首
先你的项目靠不靠谱？你的技术是否有前瞻
性和核心竞争力？其次，一个人再强大，强
不过一群人。如果你有能力让一群人跟你奔
日子，跟着你创新创业，那这个企业差不
了。最后，创业的落脚点在哪里？还是要回
归到商业的本质，要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对
产业发展有贡献。”

中英青年创新创业
交流平台启动

本报电 （记者赵晓霞） 日前，由欧美
同学会留英分会主办、中科院自动化研究
所等相关机构协办的中英青年创新创业论
坛在京举行。

本次论坛是欧美同学会留英分会首次
举办，今后，该论坛还将定期举行，搭建
中英青年创新创业交流平台，助力实现留
英学子创新创业的中国梦。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科院副院长谭
铁牛院士表示，中英双方的合作将会在各
个方面不断深入，包括中英青年在创新创
业领域的合作。

全国青联副主席周长奎表示，创新创
业是中英青年交流的重要议题，目前在中
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框架下，全国青联
与英国的多个青年机构、青年组织开展了
交流合作，包括中英青年领导者圆桌会、
中英大学生领袖创新等项目。

记者了解到，留学归国人员代表、英
方机构代表等200余人与会，围绕建设创新
创业生态系统、加强中英创新创业合作等
话题进行了交流。

“中外合作办学国际研讨
会”近日在京举办。与会专家
就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举措、
资源引进、人才培养等方面展
开讨论。专家们指出，我国中
外合作办学事业已有了长足发
展，目前已从规模发展进入到
质量内涵建设并重的阶段。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95
年，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只
有71个。20年后的今天，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达到 2371
家。目前，各级各类中外合作
办学在校生总数约为 56 万人，
其中高等教育阶段在校生约46
万人。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
究中心主任林金辉日前在 《中
国教育报》 上撰文指出，《中
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发展报告

（2014年）》 显示，《教育部关
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中外合
作办学质量保障工作的意见》
正在发力；中外合作办学的工
作 重 点 正 在 实 现 “ 三 个 转
变”，即从规模发展向内涵建
设转变，从模仿复制向合作创
新转变，从学生流动向能力提
升、聚焦优质转变。这是中外
合作办学不同于10年前的新趋
势。

但相关专家也表示，在办
学项目落地过程中仍会面临各
种问题。基于此，坚持引进优
质教育资源，构建合作共赢的

标准就非常重要，只有在立足
本国的基础上引进优质教育资
源，才能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建设一支具有国际标准和才能
的高素质师资队伍。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国际交
流合作处副处长周勤健认为，
要以开放促改革，通过引进优
质教学资源推动人才培养模式
发展，从而倒逼高效教育改
革，促进中外合作办学的长足
发展。

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中，
除了引进优质教学资源，树立
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化走出
去也非常重要。

中国传媒大学传媒高等教
育国际联盟秘书长罗青表示，
中外合作办学需要学科创新，
而非简单的“拿来主义“，必
须在文化上能够坚持中西融合
的同时坚守中国文化自觉，从
而更好地将学生培养成为拥有
多学科思维的国际化人才。

除了有坚定的文化自觉，
电子科技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
处处长邸爱英教授还特别强
调：中外合作办学培养的国际
化人才除了要具备一般人才的
核心能力外，还应该有全球性
的思维，有学习新语言、知识
和技能的开放性能力，能够有
对全球性工作的适应性和灵活
度，并了解影响人们工作和生
活的国际性事务知识。

日前，由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主办的2015
英国创意作品展，携超过 360件“英伦制造”设计
作品亮相北京，展品涵盖电影、时尚、珠宝、产品
设计和视觉艺术五大创意产业分支。展览推出设
计界大师们和留英杰出校友的得意之作。

其中，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珠宝设计学
院的珠宝设计师刘斐和毕业于伦敦时装学院的
时装设计师乔齐，分别携各自的作品参展。同
时，他们分享了留学英国的经历和感悟。

困难初体验

远渡重洋，因环境改变而带来的第一大问
题就是语言。“语言不好，平时和老师交流不畅
通，我觉得很不舒服。”谈起自己初到英国学习
时的情景，刘斐如是说。除此之外，中国和英
国教育理念的不同，也导致中国留学生一定程
度的不适应。刘斐就坦言，自己从小接受的教
育是：“来，画个苹果。”他可以依葫芦画瓢，
完美地再现已存在物本来的样子。所以当他信
心满满地把自己画的一栋建筑作为原创作品交
给老师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却是：“这不是你的

作品。”这曾令他困惑不已、郁闷至极。

感受英式教育

英国文化教育公使艾琳说，英国的教育体制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通过创意式的教育激
发受教育者身上的创造力。刘斐说他学到的第一
课是“何为原创”。对于那幅被否定的画作，老师
给出解释：“这个建筑不是你的，你只是把它抄袭
下来了。”这一课给刘斐留下深刻的印象。“何为
设计”是刘斐学到的第二课。

“设计不是从原创变为你认为最后最好的
结果，而是变为服务对象最能接受的最适合的
结果；设计是一个过程。”刘斐说。

在异国他乡，初来乍到时的困难是难免
的，但如何将其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自己的收
获？刘斐给出的答案是“踏实很重要”。

同样取得傲人成就的乔齐也表达了自己的
看法：“我觉得是融入。”她建议留学生尽可能
多地去体会当地人的生活、融入他们的文化。
对于如何融入，她补充道：“要敞开心扉，多交
外国朋友。”

乔齐在创意展上。

最近新上任的英国学校纪律顾问在
《星期日泰晤士报》 上发表了一篇短文，
引得英国教育界热烈地争辩一个看起来匪
夷所思的问题：中小学生课堂发言是否应
该先举手？第一次听到这个话题时，我心
想：上课举手发言不是天经地义吗？不过
在英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一直呈两派。
有的学校沿用传统教学方式，至少原则上
是要求学生课堂发言须先举手，而另一部
分学校是明令禁止老师要求学生举手发言
的，认为这会阻碍学生的自由表达，破坏
学习气氛。

英国学校纪律顾问的那篇文章是呼吁
在英国重新推行“举手制”的，其最有力
的论据是每况日下的课堂秩序。在散漫的
气氛里如何进行严肃的学习呢？而且，从
小培养孩子公共场合发言的必要礼貌，让
他们有维护公共秩序的意识，不也是学校
教育的目的之一吗？这其实有些道理，因
为我发现过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学讨论课
上从不需要学生举手，但偶尔讨论激烈到
互相已淹没对方声音的时候，我的学生们
会忽然像个小学生一样，高高举手，等我
点名发言，用秩序结束一场混战。

但在不赞成举手制的教育人士看来，
纪律和效率未必一定相关。老师总会不由
自主地和敢于举手的学生有更多交流，这
不仅对天生内向的学生会产生教育不公
平，也会影响教学的整体效果，因为老师
对推进课程快慢的判断，往往来自于学生
发言的反馈。如果课堂讨论是跟着部分思
维较快并积极参与的学生的学习节奏进行
的话，有些学生就会被甩在后面。

其实，英国学校过去10年已经开发了
很多替代“举手制”的课堂互动方式。最
有名的是“棒棒糖方法”，即当老师提出
一个问题之后，会伸手从一筐写有学生名

字的棒棒糖中随机抽取一位作答。这种
“随机制”理论上可以解决传统课堂的不
公平问题，也会激励学生专心听讲，因为
谁也不知道下一个棒棒糖上是不是就写着
自己的名字。而更激进的看法则认为压根
应该禁止举手回答问题，因为几年前英国
对13岁的学生的研究发现，如果废除举手
制，而代之以每个学生把自己的答案写在
纸上，全班同时“亮答题板”的方式，学
生的学习效率会是传统模式的两倍。

不过有的学者又会提醒说，以前受访
的中小学生曾表示，他们常常是通过同学
的举手发言，才意识到原来学伴们都很聪
明，并对自己的同学产生亲切感。而且并
不是每次发言的学生都会提供正确答案，
当学生意识到公开出错也是被允许的时
候，可能会有助于害羞的孩子参与课堂。
所以从群体学习与培养学生社会性的角度
讲，举手发言又是个好机制。

有时候我会和别人开玩笑说，英国是
个对公众话题充满想象力的国家。任何一
个芝麻大的事情都可能被英国人有板有眼
地搬上报端屏幕，并不苟言笑地剥出层层
道理和种种视角。但我又真心佩服这渗透
于英国生活每个角落的申辩思维。难怪英
国人会被称赞生活考究，因为他们对每一
个生活细节都愿意弄个明白。

双创大潮起 归国正当时
本报记者 赵晓霞

“20多年前，当我来中关村

的时候，好多店面都是卖电脑

的。现在去，看到好多创业咖啡

店。”日前在京举行的中英青年

创新创业论坛上，20 多年前便

到美国创业的德丰杰龙脉基金董

事长曲敬东相信“中关村将来会

涌现出一些伟大的企业”。曲敬

东的信心来自于中国正在兴起的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潮。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科院

副院长谭铁牛院士表示，青年最

具生机活力、最富创新精神，在

中国的创新创业大潮下，“广大

归国留学人员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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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英学子的创意之旅
陶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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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应该举手吗？
张悦悦

发言应该举手吗？
张悦悦

CFP 供图 来源：《中国科学报》

本报电 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
办的博士生教育国际交流会日前在京召
开。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等12
个国家的近80所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博
士研究生学院、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参会。

约 150 位具备招博条件的海外知名院校
的教授、导师和招生官员等聚首北京，
现场向中国学生详解各个学校和院系的
博士生学科项目、专业申请知识、奖学
金项目，并现场指导申请程序、进行面
试等。

据了解，各国纷纷推出各种举措，包
括奖学金、助学金、签证居留等，以吸引
中国学生。

作为奖学金提供机构，德国德意志学术
交流中心为中国学生提供了除中国政府公派
奖学金以外的获得留学资助的更多途径。仅
在2013年，该中心就资助近1500名中国学
生学者赴德学习或工作。

为了让中国学生更好地了解参会院校
的研究项目，近30场博士生项目说明会同
期在京举办，全面介绍各个大学的研究项
目、招生条件、语言要求、对口专业和奖
学金申请等。

150位洋教授北京揽英才

留创园如摇篮声声召唤 新平台似春笋处处涌现留创园如摇篮声声召唤 新平台似春笋处处涌现

留学素描留学素描

图为 2015 年博士生教育国际交
流会现场。 和冠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