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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的隐性“迷茫期”

海归回国是否存在“迷茫期”？答案是肯定的。
海归学成回国，或开始进入工作单位，或雄心勃勃地开始自主创业。但我

们接触的几乎所有采访对象，都会倾诉自己刚刚回国的那一段感到迷茫的阶
段。原本以为是回到了熟悉的家乡，结果发现人脉、工作节奏内容，甚至周边
的街景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因中外社会环境、教育体制等方面的差异，海归在
回国找工作时难免会有一些不知所措，如果对个人的职业发展缺乏明确的规
划，就会更感茫然。

但是，这种普遍存在的迷茫现象又是隐形的。
在互联网上查询，可以找到许多“迷茫”的实例，但对此却少有专门的研

究。这种持续时间或长或短、程度或轻或重的抑郁情绪，给海归带来了困扰，
浪费了个人和社会资源。

许多海归将这个“迷茫”的阶段描述为“干啥都没有劲头”“怀疑自己能
力”“感到自己出去留学是白费钱”“羞于提起自己出国留学经历”，甚至“不愿
出门”。

分析海归产生迷茫情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应届毕业的海归，
其就业优势并不明显，有些企业甚至偏爱国内毕业生。二是创业海归，会面临
所有创业者在创业初期所遇到的困难，各种不熟悉的日常事务，让他们应接不
暇，处理不利，从而产生沮丧和自我怀疑的情绪。三是一些海归没有足够清晰
的个人职业目标，对于工作高不成低不就，个人期待与现实产生落差，造成失
落感。四是对去国多年后的回归存在文化“断层”的担忧，许多人反复问自
己：“我真能够融入国内的社交圈子吗？”

不少海归回国初期虽然感觉这样那样的不适应，但并没有意识到这段“迷
茫期”给自身发展带来的影响。

那么，海归该怎样克服不适应，尽快度过“迷茫期”呢？我们采访了一些
已经就业或者创业的海归“前辈”。

困惑：我能适应国内社交环境吗？
化解之道：通过工作 进入圈子

“我高二就到澳洲留学，一待就是9年。去年刚回国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
是一张白纸，对国内的生活环境非常陌生，社交圈也很窄。”曾在澳大利亚西澳
大学攻读市场营销和商务法律硕士学位的钟汉斌，毕业回国刚满一年。在这一
年的时间里，他逐渐克服回国后的迷茫，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划。

“距离硕士毕业还有不到一年时间的时候，我就在构想回国会有怎样的发

展。其间也对自己的回国决定很纠结，一方面不确定自己能不能适应国内的社
交圈子，另一方面又对回国后即将面临的挑战有一点憧憬和期待。”

“现在回想起来，让我坚持下来的就是一个信念——既然做了这个决定，再
难也要克服。”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深圳人，考虑到发展的机遇和平台，钟汉斌回国后选
择了回家乡寻找机会。令他惊讶的是，“回国后，我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
么脱节。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肯定会遇到许多不顺手的情况，但只要花点心思去
理解周围同事的工作行为、说话方式等，就会发现自己可以适应全新的环境。”

经过一年的努力，钟汉斌颇为自豪地说：“现在，我担任深圳市光明新区留
学人员联谊会的秘书长。这个位置给予了我很多学习的机会，而我也喜欢尽自
己的能力帮助身边更多的海归朋友。一步步走过来，我对今后的发展路线也更
加明确——建立、经营平台，在保证自己发展的前提下帮助其他人。这就是我
向往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其实，早在澳洲留学期间，钟汉斌就常常做新生的“心灵导师”。回国后，
他依然乐于帮助更多海归融入国内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一些澳洲的学弟、学妹
在刚刚回国时，往往担心自己不能融入新的环境，常来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更
快地适应。这时我就会告诉他们，不要害怕面对问题，勇敢尝试，你的适应能
力远比你想象中的强大。”

困惑：我该进入什么行业工作？
化解之道：找准定位 发挥才能

“刚毕业时，压力很大。身边的不少同学在回国前就已经通过校招和线上面
试，陆陆续续地收到了国内用人单位的录取通知。相比之下，我的行动慢了很
多，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究竟该往哪儿走，心里越来越慌。另一方面，父母的
期待也给我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和焦虑。他们认为从名校毕业的我应该很快就能
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商务分析与战略管理专业的陆
一彤，于2016年回国。

最初的一段时间，陆一彤一直有一种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疏离感。海投
简历、更换工作，兜兜转转始终难以融入国内环境中。“后来我接触到一位资深
的人力资源前辈，他问了我3个问题：第一，你喜欢做什么；第二，你擅长做什
么；第三，做什么事业有发展前景。找到这3个点的交集，就能找到对于个人发
展来说最好的机会。这番梳理之后，我找到了方向。”

陆一彤放弃了“东奔西跑”式的行事方式，“我喜欢跟人打交道，适合交流
性强的工作，之前的实习也都与销售有关。我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进入猎头行
业，帮用人单位寻找他们想要的人才，帮人才匹配他们想要的工作。”

陆一彤认为，想要真正融入国内的环境、职场，搞清楚自己的定位非常重
要。“很多中国的企业要开拓海外市场，也有许多外国公司想到中国发展，双方
都对有留学背景的海归非常青睐。‘海归’的标签可以在前期帮助我们获得这个
工作。当然，走上工作岗位之后，需要踏踏实实地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再结
合自己的海外学习生活经历帮助公司发展。”

困惑：我能否担起创业的重担？
化解之道：打造平台 展现自身价值

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数据科学硕士林桂民，在2012年毕业后决定回国
创业。“大四的时候，我就跟着同学一起创业，有一定的经验，也一直想有机会
自己做点事情，所以回国后决定继续走这条路。我喜欢看书，也乐于帮助别
人。开发幼儿英语教育的线上平台，既有效地运用了我的专业技能，又能找到
适合我的工作方式。”

但是，由于社会交往能力、市场营销经验比较欠缺，林桂民在创业之初屡
次碰壁。

林桂民回忆起自己事业的起步阶段，“当时，我对于要创办的公司只有一个
模糊、宏观的概念，很多细节还需要打磨。因此，产品还没出来，自己的钱就
花光了。这时，远在美国的同学听说了我的创业想法和处境。在和我详细探讨
之后，他用自己的积蓄投资了我的公司。这样的雪中送炭，让我特别感动。”

作为一个有“工程师”背景的“理工男”，林桂民表示，“开发能够提高效
率的工具，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他打造的不仅是一个提供幼儿英语教育的平
台，也是他展现自我价值的创业平台。

“我回国创业其实是为了一个梦想，那便是希
望自己能够创立一家真正伟大的公司，利用自己的
工作经验，帮助企业解决在数据时代可能面临的安
全问题。”谈及创业的原因，魏小强如是说。

掌握行业趋势

在魏小强看来，创业不应该是一时头脑发热的
决定。在追逐创业梦想之前，首先应该对要创业的
领域有所了解，积累一定的经验。

“对创业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你要对即将创业的
领域非常了解，并且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这样才可
以更好地了解这个市场，了解客户的需求。”魏小强
说道。

在大数据安全行业里十数年的工作经验，使得
魏小强“对这个行业还算比较了解”。在他看来，随
着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很多企业在早期风
险预警、大数据风控及反欺诈等方面有了更高的需
求。而传统的手段不能解决新的问题，企业需要新
的技术手段帮助规避可能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前往
往是风险产生后采取措施。现在更多的是早期发
现，早期预警。”魏小强补充道。

“从全球来看，目前大数据安全行业是一个比较

新兴的行业。”魏小强说。因此，他在创业之初就选
择了这一行业。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颇具前景的行
业。“当然，创业过程中我们也做了些微调整，比如
提高产品的性能，扩大辐射的客户群。但始终坚持
大数据安全这一大方向。”

“在这个行业创业与在其他行业创业并没有太大
的不同。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丰富的经验，这样才能
够把握市场需求。创业者要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要不断加强产品的研发，不断丰富和优化产品的功
能。”魏小强说。

组建优秀团队

创业要关注的事情很多，不同的创业者所关注
的重点不尽相同，魏小强最重视的是创业团队。他
颇为感慨地说：“创业一定是由一个团队共同来做。
组建一支优秀的团队，其成员愿意跟创业者并肩前
行，这是很重要的。”但这也恰恰是魏小强创业过程
中遇到的主要困难。

“寻找人才是一个创业公司首先面临的问题。刚

开始创业的时候，只有一个人，这就需要寻找合伙
人。而要找到足够优秀的人一起创业，那么你首先
要取得别人的信任。但是当时你一无所有，取得别
人的信任谈何容易。”

那么，如何破解创业初期的这种困境呢？魏小
强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边干边找。“一方面，在
开始创业时，要不断地去尝试，去努力，争取获得
别人的信任；另一方面，要坚定地朝着已经选择的
方向往前走。”魏小强说，“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把人
找齐了，这样不太现实，也过于匆忙。但是你会在
拓展业务的过程中认识更多人，在接触后选择能给
你带来帮助的人，或者是能够与你优势互补的人。”

坚持创业之路

“创业并不容易，能做到并做好的人很少，就看
你能否坚持下去。”

魏小强认为，在创业之前，首先要分析一下自
己到底适不适合创业。“你愿意面对这样高压的、快
节奏的生活吗？是否具备创业所需的资源？如果没
有相关资源，你能组建优秀的团队吗？如果没有资
源，也没有团队，你一个人还能继续往前走吗？”在
魏小强看来，在创业的前期，创业者要学会对自己
提问。

一旦开始创业，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国内
的行业竞争非常激烈。要生存下来，一定要能够坚
持，并且不断地探索、优化商业模式和产品。”魏小
强说。

魏小强认为，一个人创业的目的，会影响他在
创业过程中的感受。如果创业只是为了在短期内实
现财务自由，而非真心希望做一番事业，就很难用
心体会和享受创业的过程。

“在创业过程中，没有人会一帆风顺，多大的困
难都有可能遇到。重要的是你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内
心去面对。”魏小强说，“如果将创业视为梦想，就
拥有了直面困难，破解难题的动力和勇气。”

产业集群、智库支持优势
帮助海归创业企业疏通信息渠道

一位立职公司的管理人员表示，一般情况下，园区的海归创业
企业独立开展各自业务，但园区内各企业间也经常进行交流，共享
信息。“比如，我们公司经常和绮语 （北京）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交换
信息，互相推荐客户和投资人。”

魏丽丽介绍，人大留创园是全国第一家以服务文化创意产业为
主题的留创园，目前进驻了30多家海归创业企业，类型相近，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彼此之间的交流比较方便。

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注重交流与互动的产业。在线上，可以借
助新媒体技术实现互联互通；在线下，通过“抱团取暖”、共享资
源，最终实现各自的发展和友好合作。

魏丽丽补充说，高校留创园还有智库的支持。“我们留创园有两
个主要研究文化产业的研究院，在文化产业数据及政府规划方面为
企业提供数据支撑。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术研究院，是北
京市政府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建的。在人文社科领域，人大的智库优
势不言而喻。学校和留创园通过发布会、论坛等形式，为园区内外
企业提供文化产业发展的数据和政策信息。”

康勿鸣表示，将高校留创园作为创业公司的运营地，使其拥有
了全国最前沿的信息资源和最顶级的创投资源，使得创业团队可以
快速地掌握关于产业发展的数据和政策信息，并相互交流，帮助企
业进行决策。

凭借资源优势
帮助海归创业企业快速发展

魏丽丽介绍，人大留创园孵化海归创业企业项目超过200个，吸
引超过400名硕士以上学历海归入园创业。中关村海创园协会的主要
会员单位是北京各重点高校留创园，人大留创园是其中之一。中关
村海创园协会官网显示：“在孵留学人员创业企业约 3500 家，另有
1600多家留学人员创业企业已经完成孵化阶段，正在中关村继续发
展。”

“回国创业初期最主要的困难是融资和招聘人才。而凭借高校留
创园的独特优势，这两个问题已经或正在解决。”康勿鸣说。目前立
职公司的微信公众号“英国小队长”拥有超过 10 万人的海外关注
量，处于英国媒体账号的前列。据悉，立职公司已经启动了新一轮
融资工作，正在朝着成熟发展的方向前进。在谈到未来的发展规划
时，康勿鸣坦言：“未来计划打通中英两国的求职信息渠道，解决不
对称问题，让海外学子可以更快捷地找到合适的工作。”

海外学子密集“回归”的8月刚刚过去，我们发现，刚回国的海归一方面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环境适
应的忧虑，另一方面又常常缺乏关于国内求职的具体信息，对个人发展方向有些无措。

海归有归来“迷茫期”吗？

近日，为了搭建企业融资平台，加快海归企
业融资进度，由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主
办，中关村海外人才创业园协会协办，中国人民
大学留创园承办的中关村留学人员企业精品项目
推介会“三三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厦举
行。会议主要集中展示了人大留创园的优秀创业
项目，吸引了有关投资机构、海创园 （或留创
园） 以及海归企业前来参加，显示了高校留创园
汇聚资源的独特优势。

海归创业海归创业：：
如何借助如何借助
高校留创园高校留创园
独特优势独特优势

信息与资源优势
帮助海归创业企业破解难题

高校留创园为海归创业企业搭建了一个汇聚各方信息和资源的平
台。“中关村的各高校留创园是中关村和高校合作共建的，园区能联
络到政府、高校、创业园、企业、投融资机构等各种组织或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留学人员创业园 （以下简称人大留创园） 副主任魏丽丽
以人大留创园为例介绍道。海归初创企业的最大困难就是场地和资金
的缺乏。“人大留创园为海归企业提供注册地和价格实惠的办公场
地。”

北京立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立职公司） 是人大留创园
正在孵化的优质企业，其核心成员皆为海归。曾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公共关系专业就读的康勿鸣现为立职公司新媒体运营主管，他说：

“留创园给我们公司提供了价格优惠的创业场地和融资对接服务，例
如刚刚过去的‘三三会’。”

“三三会”是一个为海归创业企业搭建的涵盖融资在内的资源平
台，为海归创业企业与政府或民间的组织机构联系创造了条件。

魏丽丽说：“‘三三会’是我们为推动海归创业企业融资的精品
活动之一，我们还为企业提供创业讲座、员工培训等其他服务。当
然，服务内容并不局限于这些，我们会根据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开展
形式多样的扶持活动。”

据康勿鸣介绍，公司创立初期的另一难题是招人难。他说，“即
使给出了非常优厚的薪酬条件，也很难招到合适的人才。”作为一家
提供留学咨询和海外求职辅导的海归企业，立职公司的业务要求比较
高，因此对于加盟人才的素质要求也比较高。对此，人大留创园正在
积极协助。

魏小强，兰州大学计算
数学专业学士，北京大学、
比利时弗莱里克商学院工商
管理硕士。

张龙成张龙成

夏周祺

魏小强

为梦想创业
郭艳艳郭艳艳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插图来源于网络）

图为钟汉斌 （中） 于今年8月参加“深圳市光明新区
留学人员联谊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