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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何在？专业素养是关键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外交流不断扩大，国家
对语言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不少海归选择加入
翻译行业，发挥其在海外留学中练就的语言优势。

墨力毕业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口译与笔译专
业，现在是一名中英自由翻译。她认为，虽然现在
国内英语教育很普及，但海归做翻译还是有一定的
优势。“一些找我做笔译的客户，公司内部也有人会
英语，但是因为翻译得不够地道，中式英语痕迹较
重，所以他们还是愿意把这部分业务交给我做。”

曹艺嘉曾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留学，毕业后
加入一家贸易公司从事翻译工作。谈及海归做翻译
的优势，她说：“留学的经历让我更加了解外国人的
思维模式，对一些当地俗语的表达体会更深入，在
翻译过程中不那么怯场。”曹艺嘉认为，想要当好一
名翻译需提早准备，形成专业的翻译素养是关键。

“在留学期间打好语言基础，积累翻译经验，争取多
参加一些展会活动，增加实战经验。”

翻译工作需要人脉资源，因此，要尽早积累自
己的人脉，利用好海归的“朋友圈”——海归校友
的圈子本身就是一个人脉网络。墨力结合自身情况
解释道：“我毕业回国后曾进入一家公司做了一段时
间的全职翻译。虽然后来我离职做自由翻译，但原
来公司的人事部门仍然常常通过我发布翻译岗位招
聘信息，最后入职的也基本都是我的校友。”

把握机遇迎合市场新需求

现在，用人单位在招聘翻译人才时越来越注重
其海外经历，很多都在招聘启事上注明“有海外留
学背景或海外工作经历者优先”。在翻译行业竞争越
来越激烈的情况下，海归翻译要利用好自己的优
势，“海归翻译应发挥自己的文化背景优势，不断提
高专业水平，其中翻译的准确度和灵活度是关键。”
曹艺嘉说。

在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对
相关国家的语言翻译工作需求持续上升。郭珊珊曾
在俄罗斯莫斯科国立交通大学留学，回国后参与了
很多俄语翻译活动，几天前她刚做完一场中国对外
投资合作洽谈会的翻译工作。谈及俄语翻译的新机
遇，她说：“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国家中，
有些是使用俄语的，因此在相关工作中对于俄语翻
译人才的需求量不小。对于留学俄罗斯的海归来
说，现在有更多的工作机会。”面对新形势，海归要
及时把握机遇，发挥语言优势。

此外，也要关注市场对翻译人才的新要求。金
冰廉曾在埃及法鲁斯大学留学，现在兼职阿拉伯语
翻译。她认为，现在市场对翻译人才的综合知识水
平要求较高，复合型人才正成为翻译市场的“香饽
饽”。“不同领域的翻译需要掌握不同的专业知识，
比如科技领域的翻译，就必须要了解一些科技术
语。”金冰廉说。

调整心态迎接行业新挑战

随着科技的进步，目前的翻译行业也出现了新
变化，关于机器翻译的讨论热度不减。也有人产生
疑问：机器可以从事翻译工作，还需要人做翻译
吗？对此，不少海归翻译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汪诗雄曾在意大利摩德纳大学留学，现在是一
名高校教师，从事小语种相关翻译、教学工作。谈
及机器翻译，他说，就目前情况看，机器翻译在短
时间内还取代不了人的翻译。“对于一些特定的表达
方式、新生词汇的理解，比如双关语等，机器翻译
做到准确还是比较困难的；此外，人在翻译时会考
虑一些政治文化背景因素，从而有选择性地翻译，
而机器则不会考虑这些因素。”汪诗雄认为，海归翻
译有深入了解当地文化背景的优势，而机器翻译则
有利于信息的交流、知识的传播。从事翻译工作的
人应该正确看待这个问题。

金冰廉同样认为目前翻译工作还是少不了人的
参与，海归翻译人员应调整心态，理性看待。“如果
希望自己今后从事翻译工作，就一定要充分利用在
国外学习生活的机会，切实提升语言水平和翻译能
力。同时，大可不必抵触机器翻译，因为这是一个
趋势，正确的态度是对此善加利用。”

首先要说明的是：精准服务并
不意味着娇宠。

回国潮产生巨大的海归群体，
各地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以优质
服务满足海归需求。

近年来，服务已成为政府和企
业吸引海归的关键。除了对海归创
业进行资金、技术、场地的支持
外，各地政府还不约而同地开始关
注海归人才的个性需求。比如，简
化相关手续办理流程，帮助海归子
女在当地入学，解决海归落户问
题，给予住房补贴甚至直接提供住
房等。与此同时，各地也在不断探

索、创新着服务方式，线上服务、
专员服务……精准地对接到海归个
人的需求上。这些优质便捷的服务
使海归体会到回国创业的便利，也
感受到回家的温暖。

只有满足了海归的个人生活需
要，才能使他们更安心地就业创
业，大展拳脚，为国家的发展贡献
更大力量。

专设窗口，简化办事流程

随着海归群体的不断扩大，各地政府为满足其需求，相继开设了专门对接海
归服务的相关窗口。海归回国伊始，由于对国内创业环境的不熟悉，往往无从下
手，不知道该如何办理、找谁办理各种手续。为满足海归的需求，给予其有针对
性的指导，各地政府不断简化海归办理手续的流程，确确实实地解决了他们回国
创业时所遇到的困难。

辽宁省早在 2014年就开设了留学回国人员服务窗口。服务窗口以精准地解
决海归就业需求为己任，既为海归提供档案建立、档案保管等一条龙的人事代理
服务，也提供求职信息、创新创业政策咨询等服务，还为跨区域、跨单位流动的
海归，出具人事关系介绍信，提供证明材料。这类服务窗口受到海归的欢迎，不
少海归表示：“终于不用跑上跑下地办手续了。”

各地服务海归的相关部门功能相似，运行方式则略有不同。上海市就借助技
术力量，将于明年年初推出留学人员来沪办理常住户口在线全预约制。申请人可
通过网站或微信预约办理时间，这将大大提高办事效率，节省海归的时间。

满足住房、户口等实际需求

对海归的公共服务，不仅体现在创业前期的服务流程简化上，在住房保障、
户口迁移、子女教育、配偶就业等方面也有很多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旨在吸引海
外高层次人才落地，为他们免除后顾之忧。相比之前更多地侧重于对创业项目的
资金补贴等政策优惠，现在不少地方开始关注海归个人需求。对海归的人文关
怀，是吸引和鼓励他们落户创业的有效方式。

广东省为引进海外博士、博士后等高层次人才，在公共服务方面可谓下足气
力。比如海归子女入学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口子女同等待遇；在各级人才市场设立

博士和博士后集体专户，允许子女、配偶随同迁户；海归在实施汽车限购政策地
区购车，可享受一次性小型汽车免费上牌指标等。这些公共服务措施，对海归的
个人生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让他们在创业时更安心。

郑州市的“智汇郑州”人才工程也推出安家费、生活费、送住房等多种优惠
新政。河南留学人员创业园的项目主管常裙琦对此深有感触，“现在的政策更注
重对人才的吸引，注重对海归创业的软服务。政策从中央到地方，再落实到每个
具体的部门，已经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体系。河南省就出台了多项针对海归的优
惠政策，只要符合标准，就可以享受到。现在大家都意识到，比钱更重要的是人
才，想要留住人才，既要满足他们干事业的需求，也要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生活方
面的需求。”

向电子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政府对海归的服务，不仅内容多样，在方式上也向电子化、专业化方向发
展。成都高新区国际人才城依托“智慧产业园”信息管理系统，搭建“e+”电子
政务平台，借助先进的科技，实现对人才的管理和服务。在网上开设办事大厅，
公共人事服务、社会保障等多项业务都可以在网上直接办理。海归可以在网站预
约、查看办理进程。在平台上的政民互动模块，相关人员有问必答，而且回复速
度很快。

精确化的服务还体现在工作态度上。成都高新区设立了人才服务专员，通
过定期走访、电话联系、网络沟通等多种方式，及时了解人才的需求。郑州的

“智汇人才”政策也要求在相关职能单位指定服务专员，为海外人才在落户、
居留签证、医疗保障等方面提供便捷、高效、规范化的服务。常裙琦说：“我
们会将相关的政策、通知通过群发平台告知到海归个人，帮助他们及时了解政
策的变化。”

为就业保驾护航

留学生毕业后回国就业创业会遇到各种困难，除了因为某些
留学专业竞争力较低外，还有招聘与毕业时间错开、接收到的信
息不对称等原因。很多企业为拓展海外业务，需要大量海归人
才，却苦于对国外学校不了解，找不到招聘渠道。因此，以“连
接留学生和企业”为宗旨的 Lockin海外人才专属发展平台应运而
生。

创始人王滨曾经在新西兰留学和工作，回国后接触到了互联
网和人力资源行业。结合之前的留学经历，他意识到了其中的市
场机会，遂创办了现在的公司。凭借对国外高校情况和留学生心
理状况的了解，王滨建立起连接企业和海外高校的就业平台。除
了直接帮助学生同企业对接之外，他还建立起直达国外高校就业
网站的招聘信息推送系统，目前已经覆盖国外100多所高校。

“如果我和我的创业伙伴不是海归的话，就发现不了这个痛
点，也就谈不上开展后续的业务。”对于海归在国内的职业发展，
王滨非常有信心，“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都清醒地看到
国内的发展前景。国内一些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远超国外，如外
卖、共享单车、移动支付等，这也显示出国内有更多的创新机
遇。我相信不只今年，未来的每一年都会是留学生回国的高峰。”

提供全面的创业服务

虽然针对海归创业，国内已经有了很多相应的优惠政策和孵
化机构，但是对于刚刚回国的海归来说，很难全面了解。此外，
很多海归创业公司虽然拥有先进技术，但却不擅长做市场和营
销。这些问题，放到市场中，让海归自己解决，似乎效率更高。

海角网的创始人竺俊景具备敏锐的视角。他察觉到了国内发
展的机遇，回国创立了海角网，为海归提供就业创业的一条龙服
务。提到海归创业的种种流程，竺俊景侃侃而谈：“对于很多海归
来说，在海外就业创业的经历既是他们的优势，有时又会成为制
约他们回国发展的软肋。国外与国内有着不同的市场环境，而国
外较完善的孵化体系，让很多在国外曾经创业的技术型海归人才
并不注重市场和营销。”

因此，同样身为海归的竺俊景清楚地知道海归的优势和劣
势，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从帮助海归落脚、与政府对
接、投资融资，到商业计划书的撰写、代理销售等具体业务，海
角网从海归最切实的需求出发，为他们提供更全面的创业服务。

用爱好凝聚海归

海归回国就业创业，除了干事业外，生活和娱乐也是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对于在国外居住时间较长的海归来说，如果能通过
某种平台或机会结识其他有着相似经历、志同道合的海归，发展
共同的爱好，形成新的社交圈，那么，他们的归国生活会更加惬
意而丰富多彩。

李沁洋正在做的就是这件事。热爱足球的他，在英国的时候
就经常组织朋友一起踢球，并因此结识了很多朋友。回国后，他
看到国内并没有针对海归的足球队，于是把很多海归朋友集结起
来，创立了原点海归足球俱乐部。因为球队中的海归成员对足球
的理解与国际更加接轨，球队的规模迅速扩大，水平也快速提
升。除了规模最大、最核心的北京俱乐部之外，原点足球还扩展
到了成都、郑州、南京等地，目前在英国、美国、西班牙等国家
也建立了球队，球队中的成员回国之后可以直接加入国内的球
队。除了已经建立起的 18 支球队以外，俱乐部还建立了原点商
城，开展自己的联赛，旨在打造一个完善的足球生态圈。这样的
运营模式，在国内足球界来讲，算是首创。

与此同时，李沁洋还经营着一家教育公司。足球俱乐部目前
并不是他事业的全部，盈利也并不是最重要的目标，但是他对于
足球俱乐部的运营却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和热情。在不久前的年
会上，李沁洋做了10年的规划，希望5年内半职业化，10年内实
现职业化。他希望在未来，其创办的俱乐部不再局限于海归群
体。“如果这种模式和理念能够带动国内其他球迷和球队，帮助他
们提高对足球的认识，那对于我们来说则是非常棒的事情。”

大数据助力海归求职
本报电 近日，“一路优你，未来可期”海归精英专场招聘会

在北京举行。该招聘会由职优你 （上海） 科技教育有限公司与北
京市朝阳区归国留学人员联合会、中华英才网及澳大利亚悉尼大
学校友会等机构联合举办，旨在通过求职平台的搭建，以大数据
为支撑，实现企业与求职海归之间的精准对话。

招聘会吸引了从各个国家留学归来的求职者和前来招贤纳士
的相关企业。在现场，大数据的运用让求职和求才双方印象深
刻。主办方通过运用大数据，为求职者提供简历评估服务，只要
将简历上传，就能让求职者对自己的竞争力一目了然；求才的企
业也能从中找到与岗位对口的人才。

此次招聘会旨在帮助回国伊始的求职者了解国内就业状况和
趋势，并就其具体的求职问题给出建议。 （张亚楠）

国家对海归的公共服务，涵盖了住房、户籍、就业、教育、医疗等诸多方面。近
几年，各地政府相继出台多项优惠政策，重点针对海归群体，在公共服务领域，不仅
简化办事流程，解决海归的现实需求，还不断改进服务方式，向电子化、专业化方向
发展。

服务，显现精准化趋势
韩 靖

随着海归人数的不断增多，专门针对
海归的服务行业也随之兴起。最了解海归
群体心理和需求的人非海归莫属，也正因
如此，越来越多的海归投身到了服务海归
的创业项目之中。

海归创业
为海归

外语能力，是海归最明显的优势，不少海归凭借这种优势，择
业时选择做“翻译官”。近年来，随着翻译技术的不断进步，海归
翻译也面临行业发展的新局面，那么，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归来当翻译：

新挑战下
也有新机遇

周孟博

谷 莹

上图：曹艺嘉 （左一） 与翻译客户在活动
中的合影。

图为成都产业园工作人员正在为参访者展示高新人才落户互联
网+系统，这套系统的使用可以大大提高办事效率。（图片来源：网
络）

用“精准”对接个需
齐 心

图为原点海归足球俱乐部李
沁洋在训练场上留影。
图为原点海归足球俱乐部李
沁洋在训练场上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