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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和北京尚世同禾科技有限公
司的创始人张龙志谈话时，提到了现在中
国的创业环境和创业的年轻人。张龙志
说，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
下，近几年的创业环境和他创业那时相
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9年，张龙志还在读研究生，和志
同道合的同学聚在一起，研发一个校园社
交网站。最初张龙志没有创业的概念，直
到参加北京第一届互联网创业峰会，他才
发现，原来这个项目还可以拿来创业。但
在当时，一个毛头小子直接说自己要创
业，亲友或多或少会来阻止、劝说他放弃
这个念头。

如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
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了，它像一坛酿造多时
的美酒，酒香吸引着众人；它又像一颗燎
原的火种，在中国大地迅速蔓延。很多民
间资本作为天使基金、风投基金开始大量

地注入创投领域，鼓励和支持着创业者。
社会对创业的包容度和认可度大大提高，
这对创业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有海外
学习背景或一技之长的海归，可以结合本
土的人脉资源、商业规则和市场现状来创
业。世界上最大的创业舞台、最大的市场
就是中国，创业者要利用好这千载难逢的
发展机会。

一些年轻的海归在创业初期撞了几次
壁、摔了几个跟头就垂头丧气，郁闷之下
将原因全部归咎于外在元素。但是仔细想
想，很多外部原因是可以被改变的。虽然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每个人只是其中的
一个小小的节点，却也是一个无可或缺、
承上启下的节点。如果等着环境来迁就
你，等着所有条件都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
发展，那就等同于在襁褓中等着别人喂食
的婴儿。变化需要日积月累。如果把创业
比做一潭池水，创业者就是池中的鱼。富

有营养的水草、池边美丽的生态环境需要
时间慢慢生长和形成，在这个过程中，鱼
也可以为它们的
生长和形成提供
肥料。总之，年
轻的创业海归要
有 勇 气 面 对 困
难，有勇气感染
身边的人，有勇
气改变环境。

游可欣 （左一） 在留学期
间，完成录制网上视频课程的
任务。图为游可欣在休息之
余，与教授和同学的合影。

俗话说，机会总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初入职场的海归，都渴望在竞争激烈的就
业环境中争得一席发展之地。但机遇是不
可控的，而能力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获得
的。不去想法提高自己的能力，只是守株
待兔地等着机会找上门是愚蠢的。

游可欣结合自己的求职面试经历谈到
能力的重要性。她在大学期间，对自己的
职业方向还没有明确的想法，盲目投出了
很多简历；虽然曾经幸运地收到了一个薪
水很高的大公司的面试通知，不过最后没
有通过面试。

“面试结果并不出乎我的意料。”游可
欣平静地说，“当时的我没有足够的知识积

累。即使面试时侥幸过关，对自己未来的
发展也未必有好处。机会可遇不可求，但
能力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握的，如果没有能
力，机会到了眼前也无法抓住。”

杨昊燕对游可欣的观点表示赞同，能
力和机遇都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如果过
于依赖机遇，会听天由命地等着天上掉馅
饼，或者形成撞大运的心理，这对自身发
展是非常不利的。

“我当初选择在深圳工作，就是为了跳
出自己家乡的小圈子，到更大的城市寻找
发展机遇。我不确定会碰到哪些机遇，但
我会尝试着去寻找和争取。”杨昊燕计划今
年7月入职，朝着她的设计师梦想迈进。

考量自身实际情况
寻求就业发展平台

临近毕业阶段，准海归纷纷将自己的
简历投向国内的用人单位，以争取就业的
机会。面对第一份工作，他们有期待也有
困惑。什么样的公司更适合自己的发展？

杨昊燕在澳大利亚攻读土木工程专
业，去年毕业回国后，进入深圳一家地产
公司工作。她选择工作单位时，更看重它
的发展前景、文化和薪水待遇。她相信，
一个好的公司应该是可以创造价值的公
司。杨昊燕是在广州读的大学，在广州有
一定的人脉资源。她说：“找这份工作是
想让自己先稳定下来。之后我会结合自己
的实际情况进行考量，再决定是否去广州

发展。”
有些海归会寻求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工

作领域，为的是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游
可欣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社会工作专
业，但在国内没有找到对口的工作单位。
这让她对于回国有些犹豫。游可欣说：

“后来，我的学校在中国做了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和中国的社会工作机构合作，开
始在国内慢慢发展社会工作这个专业。我
也因此看到了机会，对就业方向的选择更
明确了。”

海归还会通过国内外就业形势的对
比，来寻找就业平台。吴旭峰曾在加拿大
温莎大学学习汽车工程专业。他在留学期
间发现，加拿大制造业的就业前景并不乐
观，而国内相关领域的就业机会很多，所
以他在攻读完硕士学位后毅然回国。目前
在京西重工 （上海） 有限公司做设计工程

师。吴旭峰说：“好的公司会带给我较高
的发展平台。工作起步高，有利于更快提
升和未来寻求更好的发展。”

多方面积累社会经验
切忌眼高手低

毕业前后，一些海归投出的求职申请
已经有了回复，不少人已经获得了满意的
工作。但是仍有一些人徘徊在就业的“十
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

“海归找不到满意工作的原因有很
多，其中一个原因是没有充分利用学校的
资源。其实，可以通过老师或者学长了解
当前就业形势，再根据他们的建议去寻找
工作。”杨昊燕说。

吴旭峰也同意这个观点，说：“如果
不想面对就业的迷茫，就选择去实习，哪
怕短短一个月的实习，也会对明确自己的
就业规划有所帮助。”

在被问到“大公司和小公司，哪个能
让个人发展得更好”这一问题时，游可欣
表示，她看不惯一些海归眼高手低的择业
态度。“持这种择业态度的人往往没有明
确的职业规划，只是盲目地根据公司规模
和社会影响力去选择要去的公司。”游可
欣说，“当然，大公司的管理制度和运行
机制更加完善，但小公司能给人更自由的
发展空间。很多互联网领域的新东西都是
先从小公司里发展起来的。如果毕业生明
确目标，知道自己有什么、想要什么、适
合什么，就不会纠结选择大公司还是小公
司了。”

杨昊燕表示很喜欢小公司的工作环
境。她说，如果小公司的领导者具有远见
且公司有凝聚力，那么它是值得加入的。
但是她同时认为，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先
进入大公司磨砺几年，多方面积累职场经
验，然后再去欣赏自己才能、专业匹配的
小公司施展实力。

一些海归在回国找工
作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
纠结：去小公司，担心得
不到锻炼；去大公司，又
怕门槛高、升职慢、薪酬
低。在象牙塔里待了若干
年、即将步入职场的新海
归们，在选定自己的第一
份工作时需谨慎考量。

吸口气 迎接挑战
齐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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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工作

海归应如何选定？

海归须靠实力抓住机遇

中国是创业的最佳舞台
周焙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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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正在做海归正在做
““接地气接地气””的创业者的创业者

赵贝贝赵贝贝

市场受众不同
项目应在哪落地

创业者在做产品的同时，要找准市场和
受众，了解国情再进行创业。有一些海归带
着已经成型的商业模式从海外回来，想在中
国扎根落地，但这种模式是否符合国内的创
业环境需要重新考量。

张迪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取得硕士
学位后，在2016年初回国创立了一家基于互
联网的留学服务公司。“每一个回国创业的
人都有着比较理想化的创业模式，回国创业
后才发现自己之前的构想过于理想化了，有
些想法不适应中国的国情。我觉得一定要在

中国市场环境的基础上创业。我之前在国外
创立留学机构时，就要求机构的服务人员百
分之百地拥有留学经历，而且要求他们通过
互联网全程帮助在外求学的留学生，但是回
国后我发现，这样的要求具体实施起来很困
难，最终我改变了这些。”

王浩曾在意大利克雷蒙纳提琴制作学院
学习提琴制作，2017年初回国创立了自己的
工作室。他这样谈起自己的工作室地址的选
择：“工作室具体的落地点还是看市场，主
要包括：城市规模、音乐普及程度，还有该
城市高水平的乐手数量等。因为手工提琴价
格不便宜，所以该城市的消费能力也是我比
较关注的。最后综合所有因素的考虑，我把
工作室开在了江苏无锡。现在看来这个选择
挺正确，江浙一带经济发展比较早，当地学
习音乐的氛围比较浓厚，也有古典乐团，空
气质量也不错，总的来说我很满意。”

价值理念有差异
团队合作怎样适应

有 人 说 ， 西 方 教 育 重 “ 个 人 本 位 思
想”，重视个体独立的存在，而中国社会更
侧重于“集体主义”。这种差异在海归创业
时又会产生怎样的碰撞呢？

范妍熙是英国牛津大学工商管理学硕

士，2015年她回国致力于做个人服装定制的
电商平台。她认为，中西方确实存在文化差
异，但既然选择了回国创业，作为创业者就
应该尽可能地去适应中国的大环境。“从积
极角度看，我们中国人做事偏感性，讲究人
情，思考问题喜欢从感性角度出发。但这样
的特点也有不足，中国是‘前喻文化’，就
是说年轻人要向年长的人学习；互联网讲究
创新创造，是比较偏‘后喻文化’的存在。
所以有些现代企业管理理念是和我们中国传
统的思维有冲突的。”

张迪在这个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国
外其实也是很重集体主义的。我在国外留学
的时候，每门课都需要有小组的论文和报
告，小组一般由 5 个人组成，虽然有时候 5
个人的国籍、平时表现各不同，但老师最后
给 5个人的分数是一样的，这就强迫同一小
组的同学们在写论文和报告的过程中必须相

互配合。”他认为海归创业者应该用批判的
思维看事情，全方位、多角度考虑问题。

“接地气”又抓创新
前景应如何规划

王浩说：“在提琴制作方面，‘接地气’就
是符合大众的审美，让大众能接受。但新鲜的
事物不一定一上来就能被大众接受。我觉得
创新和‘接地气’不能混为一谈，如果将二者
放在一起比较我觉得是相互矛盾的，但这种
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大家都是在摸索的过程
中接受了新鲜事物。创新和‘接地气’永远存
在，两者其实是相互制衡又相互妥协的。”

张迪则认为创新和“接地气”并不矛
盾，不能纯粹为了创新而去创新，要在实体
上进行创新，并且创造价值。如果说你做到
了创新，而且这个创新很超前，但始终没人
理解和使用，那么只能说明你的前期市场调
查做得不到位，这种不能服务于客户需求的
创新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创新的同时也要

“接地气”。

每当一批批稚气未脱的孩子
们和父母在机场告别时，也能见
到一批批年轻人，行李箱中带着
证书、理想，落地归来。

留学季也意味着毕业季。
出国深造，最终的目的是拥

有一些特长，掌握专业技能，为
文凭“镀金”。然而大千世界充满
着诱惑，有些海归好高骛远，看
不到诱惑背后隐藏着的“糖衣炮
弹”；有些则看不清就业形势，拿
着厚厚的简历，却不知该投向何
处，在求职之路上遭遇不顺。

跌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
有明白跌倒的原因，没有直面困
难的勇气。初次步入职场，意味
着面临种种挑战，对此我们无法

回避，也不应该回避。无论是在
运营体制完善的大公司还是在发
展空间比较大的小公司工作，海
归都需要有清晰的职业规划以及
正确的从业观。随着海归人数的
增 加 ， 就 业 市 场 的 竞 争 也 会 加
剧。海归在求职时，更要对自身
能力做出合理的评估，选择适合
自己的工作岗位。

毕业了，落地了，就意味着
你应该吸口气，解开安全带，说
一句：好吧，我来了……

表面上看表面上看，“，“接地气接地气””就就
意味着入乡随俗意味着入乡随俗。。说来容易说来容易
做起来难做起来难。。在决定回国创业在决定回国创业
时时，，海归就需要在项目的前海归就需要在项目的前
瞻瞻、、领先和领先和““国情国情”“”“市场市场””之之
间反复衡量间反复衡量。。

于是于是，“，“接地气接地气””逐步成逐步成
为了海归创业经历中为了海归创业经历中，，需要需要
多角度理解的独特多角度理解的独特““符号符号”。”。

吴旭峰 （右二） 与同事在进行一项验证实验报告讨论。吴旭峰 （右二） 与同事在进行一项验证实验报告讨论。

林之韵

晓 泉

题图：王浩为了适应国内大众的审
美，在琴漆的颜色、琴板的厚度等细节
方面不断调整。图为他在自己的工作室
制作小提琴。

范妍熙 （左一）
创立的半定制服装品
牌“M+”在服装套
号的基础上为顾客提
供细节的再次设计，
这样的模式符合国人
追求精致的、个性化
产品的需求。图为她
与创业伙伴沟通服装
面料选择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