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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爹”派还不少

近年来，“混文凭”“坑爹”“镀
金”等热词兴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解答了为什么待业海归人数不断增加
这一问题。“现在很多人出国留学，
并不是为了掌握更多知识或是技术，
而是为了一纸文凭，为日后回国求职
寻找一块敲门砖。”毕业于法国国立
工艺学院管理专业的晓雪 （化名）
说。

晓雪认为，出国留学无非是在另
外一种环境下学习而已。出国留学的
动机并不是最重要的，能否获得真才

实学才重要。
有些海归拿着家里的钱出去享

受，虽然最终拿到了文凭，却没有获
得多少真才实学，社会实践经验更是
匮乏。回国后，他们往往很难通过自
己的努力找到合适的工作，除了少数
可以继承家业的，相当一部分变成了

“海待”。自身实力不够，在竞争就业
中自然处于劣势。

“精英”到哪都吃香

“精英”海归不仅有海外名校的
文凭，还有丰富的海外名企的工作经
验，回国发展道路大多一帆风顺。其

中一部分甚至无需通过求职这一过
程，就被国内企业重金聘用。

掌握高新技术、拥有开阔思路与
积极的工作态度，还有语言优势以及
对国内外文化的理解，这些都是“精
英”海归回国发展的敲门砖，足以让
他们脱颖而出，成为社会各界需要的
顶尖人才。

“中庸”处境尴尬

“中庸”海归可能留学的学校本
一般，本身也并不优秀。虽然按部就
班完成了学业，但他们没什么值得拿
出来的突出成绩。目前，国内就业市

场竞争激烈，这部分海归的求职创业
经历自然充满艰辛。

“这部分人往往心气很高，但是
能力有限。海归回国后应该尽快调整
好心态，从基层工作做起，脚踏实
地，先积累工作经验，将来才能有更
大的发展。”林熙毕业于澳大利亚墨
尔本大学，谈到这个问题，他有些感
慨。

据教育部近期公布的相关数据显
示，2015 年中国输出留学生 52.37 万
人，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 40.91
万人。

一方面，留学人数不断增加，海
归人才不再稀缺，另一方面，用人单
位在录用人才时更加理性，不再迷恋

“海归”标签，而是更加看重应聘者
的实力。

在“海归”这一光环渐渐不再
“闪耀”的今天，海归想在国内谋
求成功发展，终究得靠实力证明。
这样才能逐步站稳脚跟。

很多海归梦想着进入金融行业，
却没有过硬的资质；很多人期待进入
财会领域，却没有相应的证书；很多
人梦想着自己创业，却没有必要的眼
光和胆识。打铁还需自身硬。回国发
展的海归无论选择就业还是创业，都
得靠自己积攒的实力。

“这个平台整合了很多可用的资
源，能为海归提供优质机遇。”在

“海创空间”交流会上，朱冠英和大
家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历。她从英国
华威大学毕业回国后，创办了一个出
口贸易与跨境医疗平台。她说：“大
多数海归在回国初期，并不熟悉国内
政策，很难找到合适的创业切入点，
把学到的知识运用起来，他们需要合
适的平台。”

据悉，“海创空间”建立后，将
定期组织专题讲座、交流研讨、项目
路演等活动，为海归解读政策、传授
技巧和分享经验。此外，中国留学人
员创业园联盟还会举办中国海归创业
大赛，发现和选拔精品海归项目，开
办“海创训练营”，建立完整的服务
链条和创业生态。

朱冠英认为，海归要想找到合适
的平台，将自己的想法与技术落实，
还需要走很长的路，但她对自己的创
业之路充满信心。

“大家需要综合考虑自己的职业理想、所学专
业、薪酬待遇和兴趣特长，再去选择自己想要的
工作。”申万宏源证券公司的李响在4月24日的第
五期海归职场体验系列公益沙龙上，给海归解释
了如何选择最合适的职业。此次沙龙由中国留学
人才发展基金会留学人才服务中心，欧美同学会
海归人才网和诚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联合发起，
北京海归俱乐部协办。

不少海归在选择行业时存在困惑。“我现在非
常迷茫，如何快速地进入金融领域，并且不需要
花太多的时间。”小艾从英国留学归来，本来从事
媒体工作，现在一心想要跨入金融行业却始终找
不到切入口。还有海归是理工科出身，专业和金
融领域相差甚大，也想在这一方面进行挑战。交

流空间里的专家们对此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报
考一些专业资格证、做行业观察员等，让自己更
了解想要进入的行业的基本情况。

“从接到面试通知电话开始，就可以通过各种
沟通技巧了解该企业的多方面信息，同时判断这
家公司是否适合自己。”汉卓猎头联合创始人李征
给海归支了几招。

目前，有很多活动为海归们搭建了近距离接
触名企HR的机会。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更加了
解行业发展趋势、名企文化、工作环境以及其选
用人才的标准和体系，教会海归如何反向甄选企
业。

“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有能力，却不被
领导重视？”在沙龙上，海归被问及这样的问题。

王平在整场交流中都显示出郁闷的情绪，她

说：“我主修法学，现在的工作没有发挥我的特
长。每个海归都想找到一份好工作，但理想的大
企业、一流高校的门槛也相对较高。我的工作合
同快到期了，但是下一份工作还没有着落。”王平
从英国留学归来，如何找到最满意的工作成为她
的当务之急。“起初还有一腔热血，现在我都自顾
不暇了。其实海归回国面临的问题和国内毕业生
差不多，还有适应环境等一系列问题。”

一些海归回国后在职业选择上出现了一定的
偏差，怀才不遇也成为这类海归的共同感受。而
近些年兴起的一些分享会与交流空间则提供了一
个机遇，让海归听到群体的声音，再对自己工作
当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思考，与此同
时，还有一些资源的对接也将这样的平台里得到
实现。

职场存在许多“隐形”偏见，“海归吃不了苦”便是其中之一。
不少人对海归了解并不全面，他们认为海归大多家境富裕，更有

社会关系，因此在职场中，海归往往不够努力，不愿承担责任，还常常
无法安心于本职工作。其实，这个问题是因人而异的，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诚然，海归存在一些短板，个别海归也会逃避工作中的苦活累
活，但少数个例不能代表整体，大多数海归未必不能吃苦。

目前，国内就业竞争紧张，创业成功率也并不高。大部分海归
并不是盲目选择回国发展，他们有明确的目标和可行的发展计划，
并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在国外，他们经历了“洋插队”的各种
挑战，做事更加独立，生活自理更强，敢于探索未知领域等；回国
后，他们还可能经历了就业困
难、创业失败等打击，吃的苦、
流的汗一点不比别人少。事实胜
于雄辩，海归要付出努力，用行
动来证明自己，才能真正打破职
场上对于海归的既成偏见。

本报电 2016年 4月 22日，第十一届“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
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科技园举行。本届大赛由教育部
和科技部共同主办。

本届“春晖杯”将继续推广海外分赛区模式，设立了北美、法
国、德国及墨尔本分赛区。教育部国际司出国处副处长鄢智勇说：

“海外赛区的扩大，意味着春晖杯大赛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现在是祖国创业生态最好的时候，更是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最

好时机。”科技部火炬中心孵化器管理处调研员隋志强表示。目前国
内超过 2300个众创空间，约 500个国家级孵化器，天使投资不断壮
大，培训机构大量涌现，这些都推动着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

本次大赛报名时间为2016年4月22日至7月31日。参赛者可以
登录“春晖杯”创新创业大赛网站报名参赛。

（沈琳琳 丛嘉 文/图）

陈洁是重庆铜梁龙绣的传承人。她带领多名
留守妇女创业，现任重庆大隐渝市文化发展公司
总经理。2014 年，曾登上中国好人榜，被评为诚
实守信好人。

重庆铜梁龙绣因绣在制作最精美的铜梁龙龙
头部分而得名，并在巴渝大地上流传至今。自明
清时期，铜梁民间慢慢形成了用龙绣技艺绣制枕
头、鞋垫、门帘的习惯，龙绣发展成为一项独立
的刺绣技艺。

陈洁小时候经常在家中看到龙绣的椅搭、门
帘，对此她十分感兴趣。2003 年，她自费赴日留
学，在大阪遇到了受邀而来的铜梁龙舞队。陈洁
自豪地说：“很多日本人看了都觉得很神奇，惊叹
龙舞的精湛表演。”

陈洁也因此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隐藏着巨
大的市场。她回国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走访了一
些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城市，考察了非物质文化遗
产产品的操作模式和市场，还对整个重庆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进行调研和挖掘。最终这位在日本工作数
年、精通日语和英语的高级白领放弃了月薪上万元
的工作，选择回故乡开办龙绣刺绣加工厂。

制作龙绣作品，必不可少的是绣娘，缺少掌
握龙绣技艺的绣娘，是陈洁在创业初期面临的首
要问题。于是陈洁开始四处寻访，终于找到几位
精通龙绣的民间老艺人。陈洁高薪聘请这几位老
艺人当老师，办起了免费培训班，并且说服一批
留守妇女到培训班学习龙绣。

“前期投入很大，而且只有投入，没有收入。
起初，绣娘们绣出的作品质量不好，没法卖给客
户。为了鼓舞绣娘的信心，绣出更好的作品，我
偷偷地找人购买她们的作品。”陈洁笑着说。

“从一开始我就清楚，龙绣是一种文化消费品，
最初能接受它的只是少数人。要让更多人接受并消
费它是需要时间的。”最艰难的时候，陈洁的银行账
户里只有 91元。为了不拖欠绣娘的工资，她先用信
用卡透支的钱给绣娘发工资，再想办法还款。陈洁
直言，自己一度有些后悔创业，但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她坚持了下来。

陈洁的坚持是有意义的。随着龙绣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其销路也逐
渐打开。后来，陈洁的龙绣刺绣加工厂成功注册了微型企业，绣娘增至
40余人。为了更好地展示和销售龙绣作品，陈洁还在铜梁淮远古韵商业
街租下一间古色古香的铺面作为绣坊。

2011年，龙绣刺绣加工厂的龙绣产品在旅游博览会上获得国际旅游
商品荣誉证书，陈洁创办的企业也获得重庆市“创业先锋奖”特别奖
项、十佳微型企业奖项。2014年，陈洁本人也因做人诚实守信而荣登中
国好人榜。

对于传承传统文化与非物质遗产，陈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传承是
由传和承两个字组成的。传是指我们要把老祖宗创造的精髓留下来；而
承是指将老一辈的精髓吸收后，
通过我们的创新将其普及到日常
生活中。”

陈洁和她的团队正致力于重庆
市的技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研
究与创新，并结合
市场对其进行分
析，使慢慢消逝的
技艺重新焕发出
新的活力。陈洁希
望政府能够进一
步扶持文化创业
领域，帮助文创企
业更好地发展。

最近，一篇题为《“90后”任性海归吃不了苦 这些职场
“隐形”偏见你有吗》的文章引发热议。文中罗列了4种较为
普遍的职场偏见，其中“海归吃不了苦”赫然在列。然而，
海归真的吃不了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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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发展终究靠实力
郭广燚娟

海归一族困惑多

交流空间诉想法
胡启元 文/图

““春晖杯春晖杯””在京启动在京启动

很多人认为
海归吃不了苦

“很多人认为自费留学回国的海归往往家
境 富 裕 ， 从 小 生 活 在 蜜 糖 罐 中 ， 所 以 在 职 场
中，这些海归不愿承担责任，遇到脏活累活大
多会选择逃避。”吴国光毕业于新西兰林肯大
学国际商务专业，目前从事行政文员工作。对
于上述看法他并不认同。“我认为不应该随便
给海归贴上‘吃不了苦’的标签。大家同在一
个单位，做同样的工作，能不能吃苦应该通过
工作表现来评价。”

但吴国光也坦言，部分海归自身的确存在一
些短板，比如对国内的就业创业环境并不了解、
国内人脉资源少、找工作时自我定位高、一时接
受不了低起薪、海外工作经历少等。这些都会使
人们对海归形成一些自视过高、不愿将就、不能
吃苦的负面印象。

“许多海归对于回国发展有着良好的预期，但

部分海归不能正确评估自己的价值，
他们不愿接受普通的工作，即使勉强进
入职场，也很难在工作中付出太多时间
和努力。这使得很多人认为海归不愿意
承担责任，也无法安心于平凡工作。”从
英国留学回国的李弘双（化名）无奈地说。

海归回国发展
吃了不少苦

“起初，我不懂互联网，也不懂一级市场的股
权投资。面对陌生而繁重的工作，我感到了很大
的压力，只有用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新知识、熟悉
新业务。那段时间我真的很累，但是我挺过来
了，而且我觉得很值得。”回忆起回国初期的苦日
子，李弘双感慨道。

“海归回国创业并不容易，吃苦是很平常的
事。我经常工作到凌晨，有时甚至在公司通宵加
班。一开始，很多人觉得我肯定会知难而退，但
我坚持了下来。其实我的经历并不特殊，很多海
归都是如此，吃了很多苦，经历了很多磨难。”许
波 （化名） 毕业于伦敦卡斯商学院，在他看来，
正是因为大家对于海归了解得不全面，所以才会
觉得“海归吃不了苦”。

“虽然个别海归可能比较娇气，但是个例不能
代表全体。我恰恰觉得大多数海归是比较能吃苦
的。”吴国光笑着说。在海外留学期间，他曾同时
打过 4 份工，并且义务教授社区幼儿园小朋友汉
语。回国初期，他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自主创
业也遭遇失败。后来，他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
在经历过3次失利后，他终于考上了公务员。他坦

然地说：“虽然我吃过很多苦，但幸运的是，我没
有被苦难击倒。”

对海归来说
吃苦是人生磨炼

李弘双表示，虽然他在回国发展的过程中遇
到很多困难和挫折，但这些经历都是有价值的。
恰恰是这些困难锻炼了他，提高了他的自学能力
和抗压能力，所以才能在短时间内适应现在的工
作。

在这个问题上，吴国光和李弘双的看法相
似。他说：“吃苦是一种磨炼，也是一种积累。梅
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我们在工作和
生活中吃的那些苦都会成为人生中宝贵的经验。
它们磨炼了我们的意志，提升了我们的综合能
力，成就了现在的我们。”

与此同时，吴国光认为，对海归现存的职场
偏见是可以被改变的。“事实胜于雄辩，只要我们
付出努力并做出一定的成绩。时间会证明我们海
归未必不能吃苦。”他满怀信心地说。

虽然海归回国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但大部
分海归并没有逃避，而是选择直面失败带来的苦
涩，把吃苦当成一种磨炼，并且不断积累经验。
他们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尝过失败的苦，才更
能品出成功的甜。

4月 26日，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联盟与北京
市海淀区园林局决定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在海淀
区建立“海创空间”，为海归高端创新创业人员提
供交流、培训、创业三位一体的创新创业空间。
对于海归来说，这是极好的交流平台，有利于其
创业就业。

近日内地热播的电视剧《欢乐颂》引起
大家关注。剧中两名主角安迪和曲筱绡虽然
同是海归，但实力却相去甚远。安迪毕业于
世界顶尖名校，有着丰富的海外工作经验，

并被重金邀请回国担任企业高管。曲筱绡则
是富二代出国“坑爹”的代表，不学无术，
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吃喝玩乐上。其实，这种
现象也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图为陈洁接受当地广播电台
的采访，分享自己的创业故事。

海归未必不能吃苦
沈琳琳文 邢莉莎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