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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渠道选择更多样

传统的求职渠道多集中于线下。参加招聘会、熟人
内推，或是主动上门求职等，这些方式在过去是海归求
职的主要渠道。

近年来，各地陆续推出面向留学回国人员的人才政
策；同时，国内就业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也为海归提供了
更多的机遇。多种原因促使海归人数持续稳步上升。为
了满足海归数量持续增长所引发的庞大的求职需求，求
职渠道日趋多样化。除了通过传统方式就职之外，许多
互联网求职平台也愈加成熟，发展成为海归主要的求职
渠道之一。

在众多互联网求职平台中，根据平台性质、功能和
服务范围的不同可以分成多种类型。综合型的招聘网站
往往能提供比较全面的企业和岗位信息，而社交型的招
聘网站能增强求职人员与企业之间的交流互动。此外还
有企业开通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也可提供招聘信
息。

多样化的求职渠道涌现，新晋海归面临着多种选择。

互联网求职平台是首选

张澜目前正在英国华威大学攻读商务咨询硕士学
位，将于今年9月回国求职。

她表示，互联网求职平台是她首选的求职渠道。她
身边许多和她一样的新晋海归也都在利用这一渠道获取
求职信息。“与国内应届毕业生相比，应届毕业海归在回
国求职时是有一定劣势的。身处国外，我们参加招聘会
的机会不多，常常不能及时了解到企业的招聘动向，和
国内企业联系时也有许多不便之处。但是利用互联网求
职平台，能够即时、快捷地获取相关招聘资讯，其内容
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型的企业。把海量的信息集中到一个

平台上直观地呈现，这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此外，互联网求职平台与熟人内推方式相比，其提

供的招聘信息更为具体；与线下招聘会相比，其能跨越
时间、地域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提供更多信息门类，更好
地帮助应届毕业海归做出选择。“互联网求职平台能够清
晰、完整地呈现所有的招聘要求，比如需要哪些证书、
需要具备何种技能。这些信息一目了然，我们能根据自
己的条件进行筛选判断，避免浪费时间和精力。”张澜
说。

熟人内推可信度更高

近年来，互联网求职平台数量不断增加，操作更加
规范完善，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首选。但同时，通过熟
人、社交圈进行求职的传统方式仍受到一部分人的青睐。

李伯宸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今年即将毕业
的他开始关注求职信息。他认为传统的求职渠道仍然有
很大的利用价值。“比起互联网求职平台，熟人、朋友更
了解我的条件和需求，也更了解企业的内部情况。他们
提供的信息可信度更高。如果能得到企业内部员工的推
荐，求职成功的几率会更大。”

对此，在英国华威大学市场营销与战略专业就读的
徐粼涵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虽然秋季招聘还未正式开
始，但她已经开始着手收集相关的就业信息了。通过互
联网平台求职的方式，目前她向京东和宝马 （中国） 公
司投出了简历。结合自己的求职经历，她认为，海归在
求职时不要完全依赖互联网求职平台，即使使用也应该
持谨慎的态度。“现在，提供招聘信息的网站很多，出现
虚假招聘信息的情况时有发生，所以对于其所提供信息
的真实性需要进一步核实。”

长期以来，互联网求职平台上求职信息真实性和准
确性是让求职人员心存疑虑之处。受访新晋海归纷纷表
示，随着互联网求职平台的发展，希望其在信息的可信
度上能够加以提升，这样才能使众多求职者更加放心地
使用。

细数各求职渠道优劣

“招聘会上的企业很多，但通常没有进行分类，我们
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企业和岗位。在参
加招聘会之前还需要打印很多份简历，这都很耗费时间

和精力。另外，参加招聘会的企业面对的求职者数量较
多，因而分到每个应聘者的咨询时间十分有限。”针对线
下招聘会的求职方式，李伯宸如是说。

“现在，通过互联网求职平台进行搜索得出的结果太
广泛了，缺乏针对性。”张澜就此分享了她的经历。“我
是一个即将进入职场的应届海归，应聘的是较为初级的
工作岗位。但当我输入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搜索时，平
台经常推荐给我一些经理级别的岗位或者是企业急需招
聘的资深人才的岗位，这二者都不符合我真正的需求。
所以我希望互联网求职平台能提高数据的匹配度以及信
息投放的精准度。”相比之下，通过熟人推荐就职的方式
虽然与自身情况匹配度更高，但其在信息的数量和传播
效率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对于互联网求职平台的不足之处，张澜和徐粼涵一
致认为，如果能够针对每个人的不同需求，提供“量身
订做”的求职服务，那么互联网求职平台便能在服务水
平上有很大的提升。

徐粼涵还从用户体验方面对互联网求职平台提出了
建议。“我有时会使用某些微信公众号获取求职信息，但
是这些微信公众号提供求职帮助常常有‘前提条件’，例
如需要求职者截图转发。而此过程涉及与后台联系、审
核等步骤，通常要等较长一段时间才能收到答复。”她希
望此类求职平台能更多地考虑求职人群的需求，在形式
和步骤上尽量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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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差距激发创业念头

秦骥创立的公司，业务主要是为公共水族馆和个
人用户提供海洋生物饲养相关设备和耗材，这与他所
学专业联系密切。

秦骥从大一开始就在实验室工作，多年的研究使
他渴望在学术方面有所突破。然而他身处设备先进的
实验室却鲜有突出研发成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
选择出去看看。

2014年10月，秦骥到澳大利亚珊瑚养殖中心进行
访学，继而前往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进行学术
访问。国内外在技术与理念方面的差距震动了他，也
使他萌发了在该领域创业的想法。

“当时，我国的海洋生物观赏产品大都是进口的，
价格昂贵。但我认为，国内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秦骥说道，“再加上我本身就是学海洋生物的，
努力赶超国外先进水平在我的能力和职责范围内。我
身边也有不少人在为此而努力着。”

秦骥出生于滨海城市大连，从小生活在海边的
他，从本科到博士学的都是海洋生物专业。他对这个
学科感情很深，很想把海洋文化、海洋知识普及给大
众。

秦骥在把海洋生物观赏的产品国产化的同时，也
对其做了一些技术方面的提升。把质量提上去，把价
格降下来，让海洋生物观赏产品得以推广，让喜欢海
洋生物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是秦骥的目标。“喜欢海洋
的人多了，海洋文化、海洋知识、海洋意识也就得以
推广了。”

专业知识加实践经验
适应能力加沟通能力

王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金融
硕士，目前在中信证券工作。在谈到选
择回国进入金融行业时，她说：“刚回国
时，我主要从事二级市场权益资产的跨
境投资，负责 QDII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
者） 和港股通业务。我所在的团队中多
数成员都具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经历，
在业务能力方面，海归的表现总体上更
加突出。”

另外，金融领域也能为具有工科背
景的海归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毕业于
英国伦敦大学，获得系统工程管理学硕
士的秦华 （化名），目前在国内某金融公
司任职。他说：“近年来，随着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
运用和普及，金融行业的创新不断涌
现。”在谈到自身工科背景时，他说：

“国外的课程设计更加精准，使我能对科
技快速、准确理解，并将这些技术与金
融业务相结合。这是我进入企业后能够

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留学不仅是换一个地方生活、学

习，更是在陌生环境中提高自身技能的
好时机。这种技能的提升不仅体现在专
业知识方面，还有抗压能力和适应能
力。”邵萌毕业于美国东北大学金融与会
计管理专业，目前从事国际金融与贸易
业务。她说：“对我来说，留学生涯最大
的收获在于适应能力和交流沟通能力的
提升。国际金融与贸易领域受到各国政
策、社会环境的影响，运行模式繁多，
更新速度极快，要求从业者不断地学
习，还要求其具备较高的与不同的人沟
通交流的能力。而留学的经历让我在这
方面有足够的自信和底气。”

适应国内职场模式
开发本土人脉资源

谈起回国就业时遇到的困难，王凝
坦言：“对于多数海归来说，一方面需要
适应国内职场的工作模式，包括和上
级、同事的沟通交流，学会更加融洽地
相处。另外，业务拓展上需要接地气，

要结合国内的市场环境和需求。在这些
方面，海归往往缺乏锻炼，难以快速适
应。比如债券销售业务，需要与地方金
融平台及投资机构打交道。国内学历背
景的金融从业者往往能迅速融入运作体
系，业务效率更高。”

在市场部工作的秦华对金融圈的人

脉网有着切身体验。“大部分的金融机构
以境内业务为主，而海归在这方面并没
有优势。金融工作涉及社会方方面面，
人脉网就是信息渠道。国内学历背景的
金融从业者在这方面的优势比较明显，
他们的人脉资源不可小觑。”

随着国内学历背景人才竞争力的提
升和社会的快速进步，海归回国就业面
临的竞争压力加大。但邵萌对此持积极
的应对态度，她说：“有短板就赶快填
补，发现自己的不足就立刻学习。无论
是否为海归，查漏补缺、不断学习都是
职场人士必备的技能。”

密切关注行业动向
提前准备资格考试

王凝建议，海归如果决定未来进入
金融行业，需要提前做出规划。“多做相
关实习，尽量争取到不同类型的金融机
构进行实习体验，以判断自己更适合进
入哪类企业。在不断发现和突破自我的
同时，找准自身定位。”

邵萌建议：“准备回国进入金融领域
就业，一方面需要了解、学习国内现在
主流的相关业务模式；另一方面，尽量
多关注相关的政策法规。”

秦华结合自己的求职经历，给出了
建议。“海归需要提前了解国内金融行业
情况，了解国内市场环境和国外不一样
的地方，有准备、有针对性地找工作。
另外，还需要关注国内企业的招聘时
间，不要因为国外课业紧张或自己的疏
漏而错过求职季。如果能提早下决心，
可以根据求职方向提前准备并考取从业
资格证书、执业证书等资格证明，用以
增强自身的求职竞争力。”

图为王凝在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
位后留念。

求职渠道多了起来
新晋海归怎么看？

投身金融业
海归要先给自身把把脉

秦骥，厦门大学海洋生物专业
2008 级博士研究生。2014 至 2015 年
间，他先后前往澳大利亚、德国、意
大利和法国等国家进行学术访问，研
究珊瑚种植；现兼任厦门澳汤维尔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与运营总监。

生在滨海城市，学在滨海城市，
在海水观赏领域创业，秦骥与海洋深
深结缘。对他来说，创业是做学术的

“另一条赛道”。

熟人内推、互联网求职、线下招聘会……熟人内推、互联网求职、线下招聘会……

在国家政策激励以及信息通信技术创新的双重作用下，金融行业快
速发展，企业普遍重视研发，总体创新投入水平较高。

林晓晖 夏周祺

创业最重要的是坚持

秦骥坦言，创业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最重要
的是不要放弃，要坚持。

创业初期，秦骥面临着没有资金、没有渠道的巨
大困难。他身为技术人员，更擅长研发产品，而对商
业营销知之甚少。“我创业后才发现，你不仅要有技
术，还要有让技术变成产品的工科思维和把产品向外
推广的商业思维。”

通过帮客户定制鱼缸、举办展览，秦骥获得了部
分资金。他身边的朋友也纷纷给予帮助。“创业过程
中，最令我感动的是身边人的支持。我很感谢家人、
老师和朋友的帮助。”秦骥感慨道。同时他也自学了有
关互联网营销的知识。在转变营销方向后，他研发出
了“爆款”产品，逐渐拥有了自己的团队和经销商。

现在的他依然保持着创业初期不断学习、每天工
作十几个小时的习惯，依然在为坚持多年的事业而奋
斗。

创业更是为推广海洋文化

仅仅做产品不是秦骥的目标，他更希望借此推广
海洋知识与文化，提高民众的海洋意识，“我想让大家
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这个目标和他在学校做学术、
当老师一样，只不过是不同的赛道。

秦骥认为，海洋文化包括与海洋有关的常识与文
化、海洋里的生物、我国领海的历史与现状等等。在
国外访学时，秦骥就感叹国外可持续发展的海洋开发
理念，并将其运用到创业中。“在国外，可能从表面看
来，某些地方的海洋产业很落后；但整体而言，其开
发理念是很先进、很环保的。”

为此，秦骥在完善和推广产品的同时，也在积极
地对公众进行有关海洋的科普与宣传，比如与当地政
府合作，租用一些展厅举办主题展览。他希望通过展
出来自中国海洋的珊瑚，告诉参观者“我国的海洋里
也生长着如此美丽的生物”。他曾在幼儿园、中小学举
办亲子游、夏令营等活动，“要让孩子从小就知道，领
海也是领土的一部分，海洋不应该过度开发”；他还在
大学里举办有关海洋生物知识的比赛，以提高大学生
的海洋意识。

“近年来，我国控制了排放到海里的污染物的数
量，缩小了海区养殖的面积，陆续取缔了一些海底养
殖基地。我国全社会的海洋保护意识在逐渐提高。”秦
骥说道。

创业是另一条赛道创业是另一条赛道

秦骥：

郭艳艳

图为秦骥 2015 年在澳大
利亚考察当地生态环境和特
色动物。

图为徐粼涵在英国华威大学校园内。

图为李伯宸 （左） 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
学参加毕业设计活动。

又到一年毕业季，又一批海外学子变身为海归。

回国了 你准备去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