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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的数据显
示，将近一半的海归对目前的工作不太满意。在
众多海归选择安稳就业的同时，还有一些人选择
辞职创业。庞大的就业与创业群体，都或多或少
面临工作满意度的问题。

梦想遭遇现实 选择稳扎稳打

此前，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 《中国留
学生回国就业蓝皮书》 显示，七成的在外留学人
员表示学成以后要回国，而多数海归刚回国的月
薪只有几千元钱。32.8%的博士生、40.86%的硕士
生、47.74%的本科生月薪低于 5000元。这无疑让
诸多海归重新思考自己的发展方向。

“我也想年薪百万啊，但是自己刚回来，各方
面可能还有待提高，所以现在先做只‘潜力股’。
跟着经验丰富的人在一起工作，我感觉收获要更
多一些。我的计划是通过回国之后几年的打拼，
成为一只‘绩优股’。当梦想遭遇现实，我选择稳
扎稳打。”张纳森说。

张纳森毕业于美国圣约翰大学，他刚从国外
回来时，选择了一份董事长秘书的职业。月收入
虽然不高，但是他始终在努力工作。其实，许多
海归面临和他一样的问题。

当下，多数并未获得高薪工作的海归，往往
都具备几个相似点：学历不够硬、能力不够突
出、薪酬期待过高等。张纳森认为，自己现在的
状态是“分秒必争”。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正在给
公司运营的公众号排版。“目前来说，我还是比较
满意自己的工作。虽然每天的工作都是重复性
的，但是可以和很多行业高层接触，所以，感觉
收获颇丰。”放低姿态的同时，他也在努力提高个
人综合能力，他在等待“蜕变”的那一天。

跳槽已很平常 原因五花八门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CG） 以及智联卓聘在
第十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联合发布了

《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八成海归认
为自己的薪资没有达到预期。在跳槽的频率方
面，两年内跳槽的占主流，高达39.5%。

很多海归表示不仅是薪资问题，最初从事的
工作也与他们的预期有出入，所以往往会在1到2
年后选择跳槽。“90后”小伙子吕泽华两年前从英

国诺丁汉大学毕业，他在社科院从事行
政工作。现在他和几个海归一起创办公
司，主攻海外留学教育领域。

“我是学经济的，回国之后如果选
择银行、央企，这样可能更稳定、更保
险。不过我更倾向于选择做自己喜欢的
事情。即便前方充满了不确定性，需要
应对更多的挑战，我还是想闯一闯。”

吕泽华表示，虽然如今的工作经常
加班、熬夜，但是每天都感到非常充
实。“我的合伙人之前有在国有银行工
作的，也有在世界 500 强企业工作的，
但是大家都想去为自己的梦想再拼一
把。”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每次的跳
槽都可能会给海归带来新的机遇与挑
战。但是，有些“雄心”并不会靠跳槽
就能实现，往往选择自己喜欢与适合的行业，才
更有可能在这个领域大展抱负。

回国成为主流 提前做好规划

1 月 11 日，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全
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会上作工作报
告时透露，近 5 年回国人才超过 110 万，是前 30
年回国人数的 3 倍。据教育部统计，2014 年度我
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45.98万人，各类留学回国
人员总数为36.48万人。回国发展，已经成为留学
生群体中的主流。

胡安琪毕业于纽约大学的金融工程专业，去
年刚回来的她表示，自己之前挺想留在美国工作
的，并且已经找到了一家小投行，可以留下来工
作。后来因为家里老人身体
不太好就选择了回国。在接
受采访的海归中，多数表示
回国创业就业的一个重要原
因，也是为了方便与家人团
聚。

“原本打算继续找证券
公司的工作，经过一些面试
后觉得国内外业务差别还是
挺大的。前几个月给几位前
辈帮忙，也得到了一些建议
和推荐，就决定先去央企的
大平台历练一下。”胡安琪觉

得几经周折之后，现在找到的工作既符合专业要求
也符合家人的期待。“在回国就业这个问题上，我觉
得提前做好一些规划可能更好一些吧。”

吕泽华说，很多海归找工作更看重的是兴趣
爱好和发展前途。“但是在回国之前最好有具体的
方向，可以避免走太多的弯路，也有利于更快地
融入国内就业的大环境中。”

2016年春节期间，支付宝引发一场抢五
福大战。而五福中唯独“敬业福”最难得。“敬
业福”的缺少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同时就

“海归敬业”这一话题也在社会上掀起了一
场波澜。海归不仅需要“敬业福”，他们更需
要有敬业精神，做“敬业人”。

“我们更多忠于
自己内心和职业规划”

“我们这代人对待职业，跟父母和爷爷
奶奶那两代人不同。他们充满了对企业的
忠诚和归属感。我们更多的是忠诚于自己
内心的信念和对自己整体的职业规划。”2
月 14日下午，商景富在接受采访时，被问
到对于“敬业”的理解，他思考了两分钟
才给出了回答。

商景富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大学
期间他一直在校刊工作，这份经历也带给了
他媒体工作的情结。“我毕业之后就选择了
在‘3G门户’工作。这个时候，可能自己的职
业理想还不太清晰，更多的是为了自己那份
情结吧。”经过商景富的不懈努力，该网站的
页面浏览量从 40 万攀升到了 400 万。之后，
因为他研究生学习阶段的专业是IT，所以他
去赛门铁克软件公司做了项目经理。

“求知若饥，虚心若愚”。苹果公司联合
创办人乔布斯的这句名言一直被他引为座
右铭。经过社会和人事的不断历练，商景富
发现了自己对投资行业具有巨大的兴趣和
热忱，他开始专注于自己的投资事业。他之
前的工作带给他的经验，也为他能在数字新
媒体产业和大数据领域发展做了很好的铺
垫和积累。“所以企业或者职业对我而言，不
是不可以变动的。但这不代表不敬业。也正
是对上一份工作的努力认真，才能换到下一
份更好的工作以及职业更好的发展。”

“虽事业进展不快，
但我脚踏实地”

“因为顾虑多，所以公司发展相对比较
慢，但是每一步都脚踏实地。”2 月 14 日下
午，正在机场候机准备回公司的刘哲从微信
上发回了这段语音。即使在过年期间，他也
并没有停下奋斗的步伐。趁着春节假期，他
去深圳、珠海等地进行了详细的市场调查。

2015 年，由刘哲担任 CEO 的鸿胜嘉德
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并同时创立了

“泡泡帮”品牌。目前正在做的“无水洗车”项目，正处于招商阶段。
半年时间里，刘哲和工作人员完成了公司的融资、生产线的设计、无尘

车间的装修。公司的每一步，刘哲都亲自参与。“2016年，我的目标就是把我
的产品推广到大街小巷。我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随着刘哲这段语音发
来的还有一个“奋斗”的表情。

“要职业成就，
更要职业道德”

“以前看父辈为国家安全呕心沥血几十年，我选择做信息安全也算是
一种精神和道德的传承。”楼晶说。

楼晶从小生长在军人家庭，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MBA。在这几年
回国的从业过程中，她一直遵循一句话：“要职业成就，更要职业道德”。
2015年年初，她加入了杭州安恒信息技术科技公司。

“我们公司很多员工其实过去都是黑客出身，因为攻和防是相辅相成
的。”但是做信息技术这一行业，需要有极高的自律能力和职业道德修
养。楼晶说：“我们需要有职业操守，需要有作为一名‘白帽子’最需要
遵守的道德底线。比如网络刷票，很多时候我们的一段小程序就可以让
票数一路领先。”

去年，楼晶所在公司在争取某个奖项时鼓励员工想方设法，包括支持
朋友拉票。“我们并没有采取不道德的手段，虽然最后我们与另外一家公司
的票数只有少许之差，但我们一直在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楼晶说这话时
略显遗憾，但也流露出了坚定的语气。

“留学报国的价值观让我走上了创
业之路。尽管过程艰辛，但可以帮助没有
经验的大学生创业，让自己变得更踏实
更有耐心。这也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
从事科技孵化器行业的王悦用实际行动
为大学生创业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被动”创业

2002年，王悦远赴美国芝加哥大学
商学院攻读MBA。“应该说，我是‘被动’
创业的。”王悦笑着说。2011 年年底，王
悦所在的花木兰基金受全国妇联之邀，
参与了由国家教育部、人社部和全国妇
联联合发起的“支持女大学生创业行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
索，建立了3家支持女大学生创业的示范店并与大学生共同
创业。“现在我们筹备的汇欣苑孵化器是北京房山区第一家
留学人员支持大学生就业创业培训孵化基地。”王悦自豪地
说。

谈起创业之路，王悦感慨万分。事业起步之初，她最大的
感受就是时间不够用。“我要负责其中两个店的项目选择以
及第三个店在合作运营方面的部分工作，突然就觉得好像没
有业余时间了。”王悦说道。当时父母和朋友都不太理解她的
想法。“他们觉得我为了别人的事，把自己忙得晕头转向，还
要贴很多钱进去做这些事，图什么？”但倔强的王悦觉得这是

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不愿轻易放弃。在最
困难的时候，为了维持这三个店的运转，王
悦卖掉了自己的奥迪车、股票和保险，甚至
还向朋友借钱来周转，总算渡过了难关。

自觉创业

2012年年初，王悦的团队开始带着项目
进校园，为大学生讲解应该如何理性创业等

一系列问题。但在那个时候，
无论是老师、同学还是家长，
对创业都持不太信任的观
点，不敢轻易尝试。没想到两
年后，国家开始大力提倡“双
创”，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于
创业的看法。很多学生开始
愿意参与创业，各界人士也
慢慢开始参与和支持王悦的
项目。“我们的汇欣苑孵化
器，不仅能够帮助房山区政
府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还
可以帮助他们储备人才，实
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能够帮

助大学生探索一些创业的模式和方法，让更多年
轻人有所作为。”她认真地说。在王悦看来，留
学归国人员应继承留学报国的传统，勇于承担社
会责任，用更符合时代需要的方式去报国。“目
前，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如果
我们能在这方面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推进大学生就业和创
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海归变海待的问题，也是一种新时
代的留学报国。”

理性创业

在王悦看来，如今正是创业的好时机。海归拥有很多
创业的优势，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开拓自己的事业。

“但是，海归要清醒地认识到，创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
过程。在创业之前，要对自己的个性和特点进行充分的评
估。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创业，或者说适合在这个时候进行
创业。”王悦严肃地说。她认为，要创业就必须做好充分的
心理准备。不能拍脑袋就上，遇困难就下。坚持和忍耐是
企业家非常重要的素质。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不能轻易
放弃。阳光总在风雨后，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

2016年的春节一晃而过。然而，对于大多
数的人来说，春节并不仅限于节日当天。期待
春节假期、赶春运、准备年货、吃年夜饭、和
家人分享一年的收获、期待新一年的开始都是
春节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不少人觉得年味越来越淡，甚至
有人表示不想回家过春节。但是，春运还是如
期而至。海归是春运中平凡而特殊的一部分。
在他们眼中，年味还在延续。在国外度过春节
的经历，让大多数海归对于过春节有了新的认
识……

“年味就是回家。”葛辉说道。葛辉在韩国
和澳大利亚留学了 5年，现在是一名北漂。葛
辉表示，由于她刚开始创业，工作太忙，忘记
提前买票。临近回家的时候直达车票已全部售
罄，但是她还是想回家。于是她选择了中间站
补票，回家的后半程她只能站着度过。

对于葛辉而言，回家的路都带着年味。她
说：“今年明显感觉站内服务做得比以前细致

周到了。高铁乘务人员的服务也提高了不少，没有那
么多冷面孔了，到处都是过年的喜气。”

挤过了春运，置办上年货，迎来的是春节必不可
少的年夜饭。许多地方很重视年夜饭，家里往往很早
就开始准备食材。然而，随着网络和网购平台的发
展，通过网络购买食材，甚至请酒店大厨到家中，在
家轻松吃大餐已经成为许多海归家庭的选择。

葛辉说：“我是山东人。每年过年父母都提前一
天置办年货，算是一种地方传统民俗。”与往年不
同，葛辉从网上购买了半成品菜送到家。她说：“这
样不只节约了时间，更避免父母过度的操劳。”

除了年夜饭，红包在近几年也发生了不小的改
变。“指尖上的红包”变得越来越流行，社交软件上
的拜年红包成为新宠儿。越来越多的长辈也开始用微
信或者支付宝给晚辈发红包。

“过春节领到网络拜年红包真是一种很新奇的体
验。我感觉收到8.88元比之前收到200元都开心。”徐
博翾毕业于英国卡斯商学院。她认为比起传统红包，
新兴的网络拜年红包更有意思。

然而，也有些海归对于过春节方式的变化表现出
了担忧。他们认为科技的发展、生活方式的转变已让
过春节变得越来越格式化。以往传统的、繁杂的、多
样的形式逐渐被现代的、简化的、单一的模式取代。
仪式感的东西少了，仿佛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动动手指
解决。

孔翔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谈到这个问题
时，她说道：“儿时全家围坐一起期待的春晚也渐渐
被摇一摇、咻一咻改变了。大家聚到一起也不再谈论
哪个节目的好与坏，哪个金句成为流行语，而变为

‘你抢了多少红包’。”
过春节的方式在不断发生改变，很多人不太适应。

然而，对于回家团圆的每个人来说，年味一直都在。年
味是阖家团圆的情景，是家庭和睦的氛围。

“阳光总在风雨后”
刘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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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刚过，一系列大型招聘活动随之展开。无论是海归还是
面临就业压力的本土求职者，身处当下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中，
他们在求职与就业的过程中，屡屡出现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水土
严重不服、眼高手低等问题。

对于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求职者来说，缺乏经验无疑成为用人
单位诟病的一个问题。“打铁还需自身硬”。学历与经验其实同等
重要。只有将在海外学习的理论知识与职场中的实战经验相结
合，才能做到学以致用。刚刚回国的海归常常面临“水土不服”
的困境。对此，海归应广交朋友，在日常交往中学会与人沟通的
能力，从而使自己在工作岗位上更加游刃有余。

海归应当以平常心看待工作，踏实肯干，努力积累。遇到困
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在现实的困惑和纠结中，海归要调整
心态，放下身段，走出“光环”，积极适应国内生活与工作环
境。只要坚持不懈，相信绽放的那一天一定会无比灿烂。

打铁还需自身硬
齐 心

优学历并非一定是“绩优股” 常跳槽如今可视为“新常态”

如何看待海归工作满意度
胡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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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悦谈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