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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多 了 智 谋 更 要 多
齐 心

归国人数扩大
入会需求增多

据统计，目前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
404.21 万，海归已达 221.86 万。海归为了更
快、更好地融入社会，很大一部分人希望加入
海归组织。在海归组织中，他们会获得一个交
流、交往的平台，得到一种认同感。

“加入海归组织能更好地找到志同道合的朋
友。”从新加坡东亚管理学院的爱丁堡商学院毕
业的郭赛伟说。他现在在国内进行创业。海归
组织为海归提供了一个平台，能帮助他们认识
更多的人，结交更多的朋友。

那么对于海归组织来说，随着留学回国人
员数量的增多，其建设问题也逐步被提上日
程。面对数量庞大的归国人员群体，海归组织
的成员是否越多越好呢？

成员数量不断上涨
模式面临新的挑战

如果把一个海归组织比作一棵大树，组织
成员就是大树的根基，其对组织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成员多些，确实有很多好处。比如可以
策划相对大规模的公益活动；有来自不同行业
领域的人士，就可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北京
海归协会副秘书长李家维说道。目前北京海归
协会全球会员注册人数已有3400人。

尽管成员数量对于海归组织的建设十分重
要，但是成员数量真的是越多越好吗？

李家维也提到，人员过多，分布在不同专业、
不同领域，也会造成管理、组织等方面的困难。

近年来，伴随着精英留学逐步转变为大众

留学，海归数量日渐增多。海归数量的增多会
壮大海归组织的规模，使海归组织有更大的能
力去服务社会。另一方面，成员数量的逐年递
增也势必要求海归组织调整管理方式、优化资
源，更有效地对成员实施管理。这对于海归组
织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需求多种多样
管理开始“分”化

“其实会员质量和会员数量之间是不存在矛
盾的，主要看管理者如何管理。”李家维说。有
序又有效的管理会缓解由于成员过多而造成的
人员冗杂等问题。“我认为，海归协会除了设立

‘海归’这个门槛外，应该尽可能多地吸纳不同
职业的人加入，管理者根据会员的不同需要或
者不同特性对其进行分组。”通过分层、分级的
管理方式，可以有针对性地满足成员的需要，

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也能有效地整合
各种社会资源，处理好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
问题。

四川欧美同学会夏华祥副会长也认为，处
理好会员数量和会员质量的关系的重点在于管
理。“不存在没有用的人才，只是放错了地方而
已。”夏华祥说道。海归组织是海归人员的一个
平台，为了让平台发展得更好，让每位成员在
其中都感受到温暖，组织者就要费些工夫，组
织好、管理好成员，做到人尽其才。

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于兵副会长把欧美同学
会的架构比喻成一棵树，在不同层级吸纳有质量
的会员，通过这些有质量的会员带动和团结更多
数量的会员，实现树状结构一级一级地健康生
长，共同完成好统战工作。现在欧美同学会会员
由总会、工作委员会、分会等机构分层次具体管

理，分工明确，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近年来，归国留学人员越来越多，海归组

织也面临着大幅度、大面积地吸收各类成员的
新问题。面对新形势，海归组织应该探究和调
整管理方式，以适应变化。坚持成员数量和质
量并重的原则，一方面广纳人才，增加成员数
量；一方面优化成员结构，提升质量。最终达
到更好地团结和服务海归人员，为社会作出更
大贡献的目的。

高学历人才仍受青睐
多层次带头人逐步凸显

“大多数组织还是金字塔型结构，需要会员
数量来支撑，但是会员质量才是一个组织水平
的重要体现。”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于兵副会长
说。成员数量是一个组织机构的基本，没有一
定的数量做基础，是很难将组织发展起来的。

但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吸收高质量的人才也是
十分必要的。

高质量的人才对于一个海归组织来说往往
有着锦上添花的效果。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福建
省留学生同学会会长郑传芳介绍说：“现在福建
省欧美同学会会员已有4800多人，其中70%以上
具有硕士学位，40%以上具有博士学位，60%以上
具有高级职称，多数已成为福建省高校、科研院
所和企业的学科带头人、技术骨干。”通过优化会
员结构，使组织机构实现良性发展。

除了吸纳高素质成员外，培养骨干也是优
化会员结构很重要的一点。于兵说，我们始终
重视培养会员中的骨干力量，通过培养骨干，
发挥其带头作用，以达到更好地建设、发展海
归组织的目的。

（图片来源：北京海归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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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海归数量越来越多。
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融入社会，
很多人都会选择加入某个海归组
织。而对于海归组织来说，随着成
员数量的扩充，可以更有能力、更
有力量建设海归组织，但同时也面
临着如何管理好规模日渐庞大的组
织问题。

没有无用的人才，只是放错位
置罢了。对于海归组织的管理者来
说，为了更好地组织海归，建立起
有序的组织体系，优化会员结构都
是他们需要面对的课题。“会员质
量”与“会员数量”之间并不存在
矛盾，关键在于如何管理，如何组

织。这就对于海归组织的管理者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做到“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

随着出国留学人员和海归的增
多，海归组织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它不仅起到了团结海归的作用，而
且成为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
带。所以海归组织更需要努力组织
好其成员，令其发挥出留学报国人
才库、建言献策智囊团和民间外交
生力军的作用。

海归群体接受着东西方两种文化的
熏陶。董伟赴美 30 年后又再次回到国
内展现他的艺术作品，让我们看到东西
方文化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交流和融
合才是趋势。美国华裔艺术家董伟绘画
展日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幕。

董伟算是个“海鸥”，但他自认为
已是海归。

站在开幕式的发言台上，因为激动
和紧张，董伟的手微微颤抖，还未说
话，就向观众深深地鞠躬两次。开幕式
后，董伟说：“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感受
一种文化，没有文化碰撞的机会。我很
感恩自己有这种机会，能在阔别 30 年
回到国内后，把关于东西方的体悟带回
来和大家分享。”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评价
董伟的作品说，他的画作代表了一种倾
向。董伟觉得这句话特别好，他对此表
示：“我不知道现在我的作品的价值或
影响力，但这是一个尝试，是一种求
索。”

多角度看待东西文化

绘画展开幕式这天，董伟一直在忙
着迎接来宾、讲解绘画。直到下午4时

开幕式结束，他才如约接受了采访。
送走所有来宾和观众，他拿出一

个 荧 光 绿 的 大 书 包 ， 边 擦 汗 边 说 ：
“ 咱 们 找 一 个 安 静 的 地 方 好 好 聊
聊。”于是民族文化宫前的长椅成为
了访谈间。采访完后，只见他从包
里掏出一把梳子，简单迅速地整理
好仪容后，拿着有点折损的公交卡
奔向地铁站。

荧光绿书包、地铁，似乎与他的
身份和所获得成就不相匹配。1980 年
董伟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
赴美留学。到美国的第二个月就举办
了展览，且小有轰动，此后他年年都
有展览。在美国的第 3 年，他被衣阿
华州立大学聘请为艺术助理教授 （相
当于国内的讲师）。4年后，他又受聘
于美国著名研究和创新型大学——威
斯康辛大学，任职 7 年后，被破格评
为终身教授。

画画，办画展，获得社会认可，
这是董伟在那个时期的生活轨迹。

正值事业巅峰，董伟却停住了
笔。作为一个艺术家，董伟认为艺术
是需要用心去做的。只有当一个人的
能量全部释放的时候，作品才能有无
限的能量。但是当时，“我可以画，我
可以去模仿，我甚至可以去进行一些
理性的思考。但是我作画时，却没有
那么深的感觉、感情和触发内心的激

动。” 董伟说，“虽然说不上灵感枯
竭，但是我确实开始迷茫了。”

为此，他毅然收起笔墨，开始求
索。他走遍了中东、欧洲、北美。最
后，他走进中国的园林，欣赏起中国建
筑。在中国这种特殊的时空概念里，他
迸发出了新的灵感。董伟说：“我觉得
中国园林和建筑是对于时空，对于文
化，对于内心的一种撞击。”于是，他
决定重新拿起画笔。

由于接受过中西方两种文化的熏
陶，给予董伟创作的多种角度。站在东
方的角度，他可以去看西方；站在西
方，他又可以去看东方；有的时候又同
时从两边看。所以，在他的创作中，包
含着阴阳两个元素、东西两种文化。董
伟说：“当我画大笔触的时候，想到细
线条；当我用深厚的色彩时，我想到如
何去归一；当我画繁琐的时候，我想到
如何去简单。”

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

董伟的少年时代是在古都北京度过
的，从小浸染在中国文化的氛围里。民
族文化宫前就是他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
方：“那时候这个地方还是随便开放

的，我们经常到民族文化宫前面的台阶
上玩。”董伟说。

董伟携带着筷子和窗花，闯入了一
个不知道窗花的世界。其间的迷茫和冲
突，不止来自于生活习惯上的不同，也
来自于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思维方
式、文化理念的不同。如何定位自身？
董伟一直在求索，他最终找到了自身的
定位点——中国文化。董伟说：“越是
民族的文化，越有可能站在世界舞台
上。”

1986年董伟第一次阔别祖国，1991
年他又回到了中国。看到中国的巨变，
董伟震惊了：“这种巨变无法用语言形
容，我做梦也想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得
如此迅猛，想不到经济发展的冲击这么
大，从人的思想到建筑形式，再到整个
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的
他清楚地感觉到，美国芝加哥的高楼、
纽约的大厦，还有那些代表现代化的东
西，中国按这个速度发展，5年10年后
都会有的。但是中国所独有的古典建
筑、时空理念、村村落落……是其他国
家永远都不会有的。

于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董伟
每年一半的时间在美国教学，一半的时
间飞回国内进行环境艺术的调研和保护
工作。他说：“有些东西虽然发生在我
们这片美丽的土地上，蕴育于中华文化
中，但它们是全人类的财富。”

艺术家的归来之路艺术家的归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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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创业，面临着诸多困难。比如对国内
市场不熟悉、对国内情况缺乏了解。从这个意
义上说，他们比本土创业者更需要合伙人。

共享得失 学会“试错”

“为了能更好地维护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做
决定之前一定要说好怎么分配利益，怎么承担
风险。”管俊源说道。他毕业于美国南加利福尼
亚大学，现在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餐厅——微
粒子新式法国餐厅，该餐厅也是中国首家“法
式快休闲”餐饮品牌。许多合伙人之间合作失
败都不外乎利益分配问题。所以，大家在共同
做决策之前就要明确：如果成功了，怎么分配
利益；如果失败了，怎么承担风险。中国人顾
及面子，往往不愿把丑话说在前面。其实，“先
小人，后君子”可以有效地减少纠纷。

目标的一致性和追求的相同性是合伙创业
的主因。“就算合伙人之间发生争执，也不会改
变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这个最重要的
因素，争执只是因为大家在通往终极目标的过
程中想法产生了分歧而已。”张彦翔说道。他之
前在美国待了14年，目前在深圳创办了自己的

公司——深圳市一满乐科技有限公司。
但是争执、矛盾产生时，是必须要解决

的。如何解决分歧？张彦翔的回答是“试错”。
所谓“试错”，就是指当矛盾产生时，不要把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讨论“该听谁的”问题
上，而是要尽快讨论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
案，并立刻开始行动。这条路不通，换一条路
走。就算通过实践发现之前的决策有误，但是
在“试错”的过程中也收获了很多只靠讨论无
法得到的经验。

建立互信是基础

信任是维护合伙人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的
基础和根本。管俊源说：“合伙人之间一定要相
互信任，不能怀疑，不然会非常影响大家工作
的默契。”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大家
开始合作，就要最大限度地信任合作伙伴，相
信他可以做好。

目前在研究网络信息与安全领域的王杰希
也提到：“最值得信赖的人是曾一起共事过、一
起苦过、一起拼过的朋友。”他曾经在澳大利亚
待了11年。因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国
家在信息安全方面的进步，他和合伙人一起回
国创业，他认为信任是维护合伙人关系的纽带。

在张彦翔的团队中，信任也是团队的支柱
精神。出于信任，之前曾与张彦翔一同在美国
创业的伙伴毅然决然地和他一同回国，白手起
家，重新开始。张彦翔特别强调信任在工作中
的重要性：“你要相信大家的最终目标是清晰而
明确的，大家都是为了公司好。”张彦翔说：

“信任中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沟通。良好、
及时的沟通也是大家建立信任的前提。”及时沟
通，及时反馈，遇到事请摊开来说，这种工作
方式建立起合伙人之间的默契，也为信任的建
立提供了保障。

分工明确 各展所长

为了更好地维护与合伙人的关系，创业者
还需学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建立
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我是学管理出身，对于
餐厅设计并不擅长。我的团队中有一位合伙人
是我们学校建筑学院毕业的，她的专长就是这
一块儿，所以她负责我们的店面设计和品牌形
象设计。”管俊源说。

张彦翔表示，因为其公司在做自动化营销
引擎，需要熟知中国市场，找到一位靠谱的本
地合伙人就显得尤为重要。“要是没有本地的合
伙人，许多事情都摸不着门道，比如应该给不
同岗位的公司职员发多少钱，怎么为员工办理
社保等我都不太清楚。”张彦翔说。

海归创业者相比本土创业者来说，对于合
伙人的需求更为明显。由于常年在国外，对于
国内的政策、市场都不够了解，有一位本地的
合伙人就能够方便许多。张彦翔提到：“现在我
们公司包括我在内一共有5位合伙人，其中3位
是我之前在美国创业时的合伙人，他们直接跟
着我回国再创业。考虑到我们对本地市场不够
熟悉，又新增了两位本地合伙人，而他们的加
入，的确给我们提供了所需要的帮助。”

创业路上，找到合伙人并且处理好彼此间
的关系，是所有创业者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
题。对于海归来说，为了更好地制定适合中国
国情、符合中国市场的发展战略，找到合适的
合伙人就显得更为重要。就像王希杰说的：“寻
找适合的合伙人是创业路上的第一关，不是过
了这关就一定能成功，但是不过这关肯定不会
成功。”

“寻找适合的合伙人是创业路上的第一关，不是过了这关就一定能成功，但
是不过这关肯定不会成功。”

海归越来越看重合伙关系
杨心怡

图为 2016 年年初，张彦翔 （右
二） 和他的合伙人穿着团队的文化
衫，在办公室拍的第一张正式合影。

第一张正式合影

图为 2016 年 6 月，王杰希 （左
一） 和他的合伙人相约在苏州诚品书
店 见 面 ， 也 是 他 们 敲 定 合 作 的 时
刻。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敲定合作的时刻

今年5月，中央出台的《关于加强欧美
同学会 （留学人员联谊会） 建设的意见》
中，尽管将“扩大会员队伍”列为欧美同
学会的主要任务之一，但同时也强调了要
在扩大会员队伍的基础上，“坚持质量和数
量并重，优化会员结构，规范会员管理，
加强培养锻炼，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归
国留学人员代表人士队伍”。

由此引发一些思考：对于海归组织来
说，成员人数是多多益善吗？如何平衡好
成员质量与成员数量的关系呢？

董 伟 （右
一） 正在为观
众讲解这幅抽
象画作的创作
理念。他运用
独特的黏贴宣
纸 作 画 方 式 ，
试图突破既有
手法，以此表
达对中西方文
化的思考。

洪娇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