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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视野”成第一优势

以往谈及归国留学生的最大优势，语言能力
常常位居榜首，而现在，随着国内高校教育理念
的国际化以及对于语言教育的重视，在受访海归
看来，留学所带来的自身语言优势正在逐渐下
降。而“具有国际视野”，在今年海归回国发展
的主要优势中排名第一，且占比持续上升，从
2018 年的 59%上升至今年的 68%；原本排名首位
的“语言沟通能力强”，则由去年的占比 73%降低
到59%。

这也与用人市场的客观需求相符。如今很多
国企和民企“走出去”需求强烈，但有时却会在
海外市场遭遇“水土不服”，这不仅因为国外法律
法规和市场环境有别于国内，文化差异更是其中
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

用人单位所需的海归“国际化视野”，更像是
一座连通中外的桥梁，以消解交往中可能因文化
差异而出现的分歧。“知己且知彼”已成为求职市
场中留学生的最大优势。

当被问及选择回国发展的原因时，“方便与亲
友团聚”虽占比仍排首位，但比例已由去年的67%
降为 60%；“国内经济发展形势较好”占比增加，
由 40%增长到 42%。与此同时，“具有为国奉献的
意愿”占比持续上涨，这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新生代海归心底的家国情怀。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一幕幕振奋人心的国庆盛典、一段段峥
嵘岁月里的感人故事，都成为留学生凝心聚力、
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发展相系的动力之源。

国际局势变化同样也会影响留学生的回国意
愿。国外就业市场与签证政策的变化，客观上起
到了将留学生“推回”国内就业市场的作用；同
时，八成以上受访海归认为国际关系的变化对留

学国家的选择产生影响；近七成受访海归认为国
际关系的变化加快了留学人员的回国进程。

发展状况满意度待提高

人才引进，不仅是“引来”，更得“留住”
“用好”，但统计结果显示，大部分海归对现阶段
的发展状况难言满意。无论对海归自身还是用人
单位来说，这必须引起重视，让留学生增强职业
认同、明确自身职业规划，才有可能实现人尽其
才、才尽其用。

事实上，当受访海归被问及对当前发展状况
的满意程度时，表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
意”的占比仅为2%与15%；42%的受访海归表示对
现在的发展状况感受“一般”，没有明显的不满感
与满足感。然而，对当前发展状况表示不满的受
访海归超过 1/3，其中 26%受访海归表示对现在的
发展状况“不太满意”，12%的受访海归表示“不
满意”。

曾于英国萨里大学学习会计与金融专业的李
枫就是感受“不太满意”中的一员。已毕业回国
工作一年半的他，认为自己所学在实际工作应用
中“并没有太多可施展的空间”。“与国内毕业生
相比，我也很难说自己有哪些明显的优势。就我
现在的工作而言，我觉得留学与否都可以胜任。”
李枫言语中有些沮丧。

从求职时间上看，94%的受访海归可以在 6个
月内找到工作。2019年，11%的受访海归表示“回
国前已经找到工作”，在回国“1 个月以内”或者

“1-3 个月”找到工作的比例均为 36%。业内分析
人士提醒，与国内应届毕业生多数在离校前就已
拿到 offer 相比，海归回国前已找到工作的数量占
比并不乐观，身在海外只是其中部分原因，还是
应将找工作周期提前，才能在就业市场上拥有更

多机会。

呼唤创业园区服务升级

不了解国内政策、不清楚具体办理流程……
不少有创业意向的海归在回国之初会选择先入驻
留创园、科技城等园区，把这里作为自己创业之
路的第一站。然而，海归对园区所提供的创业服
务满意度，近年来却呈现出下降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从受访海归在创业过程中遇
到的主要困难来看，选择“创业服务不到位”的
海归数量仅次于“融资困难”，占比达到 29%，后
者占比达33%。当被问及创业园区对自己的帮助程
度，选择帮助“非常大”和“较大”的占比分别
由 2018 年的 15%和 23%下降至今年的 4%和 13%；
选择“一般”“较小”和“没帮助”的占比则分别
由 2018 年 的 30% 、 7% 和 11% 上 升 至 2019 年 的
38%、17%和 17%。如何实现服务升级？如何真正
让园区创业服务与海归的需求所匹配？值得众多
创业园区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创业阶段的海归究竟最需要哪些服务？数
据显示，“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占比均超
30%。同时，对于“办公场地”“专利保护”及

“对接行业上下游资源”的需求占比也均名列
前茅。

随着创业进程的深入，海归对园区所能提供
的服务预期进一步提升，除了硬件配套，“软服
务”成色也不可小视。于创业园区而言，这无疑
是一个信号，提供更具专业化的配套服务不只在
于场地多大、办公设施多齐全，还在于能够真正
深入创业环节，以一支专业的服务队伍来提供切
入角度更细、资源对接更全面、指导周期更长的
创业服务。这很可能会成为下一阶段留创园、科
技园等园区在吸引海归上发力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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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19 中国海归就业创业
调查报告》在京发布。报告显示，“90
后”尤其是“95后”新生代海归正在
发展成为海归就业创业的主力军。受
访者当中，“90 后”（1990 年-1995 年
出生） 占比达 52%，较 2018 年有所下

降，但仍是主要受访群体。同时，“95
后”占比显著升高，达 17%。而随着
海归就业市场需求向纵深发展，留学
生优势所在、留学生对自身发展的满
意度、留学生所需的就业创业帮扶也
呈现出新的特点。

初入职场 不免阵痛

于彤 （化名） 毕业于澳大利亚悉
尼科技大学，在回顾自己 2019 年的经
历时，她颇为感慨地说道：“不管今年
的经历是虚度光阴，还是横冲直撞、
到处‘折腾’，我终是给了自己一个
交代。”

今年刚毕业的她，孤身一人来到北
京。为了尽快找到一份工作，投递简历
时于彤采取了广撒网的策略。面对北京
昂贵的房租，于彤将重点瞄准提供住宿
的公司去面试。运气很好，她面试的第
一家公司就通过了。

然而，由于是第一次工作，公司中
的条条框框让于彤一时感觉很难适应，
长时间的工作也使她略感疲惫。“我每
天都要比正常下班时间晚三四个小时，
同事们拥挤地坐在一起，领导会随时扫
视我们。这种感觉很压抑。”她说。

虽然工作十分辛苦，但经过几个月
的磨练，她也终于适应了工作的环境与
节奏。

于彤是个内向的人，不善交际。步

入社会后，她开始主动与外部沟通，积
极参加公司活动，与公司同事结为朋
友。“虽然现在比以前外向了些，但我
还是能感到自己口头表达能力的欠缺，
所以我现在每个周末都争取出去见见朋
友，让自己变得更外向些。”

这一年，对于彤来说，是磨练，也
是进步。

总结经验 摸索前行

王旭东毕业于英国诺丁汉大学，今
年也是他工作的第一年。“2019 年，对
我来说算是‘工作年’，一直忙于工
作。但这种感觉很充实、很快乐。”这
个年轻的小伙子坚信，未来的生活将由
今天的努力决定，因此，在工作的第一
个年头，他十分“拼命”。

初入职场，种种原因导致王旭东工
作效率并不高，常常是事倍功半，不甚
顺利。但这并没有让他气馁，王旭东很
乐观，他有着自己的计划和想法。一年
来，王旭东不断在工作中总结经验，分
析自己的不足、明确努力的方向，并对
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合作非常重
要，一定要学会合作。并且，在把工作
做好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培养自己的领
导能力。”他说。“‘路漫漫其修远
兮’，职业生涯刚开始，目前仅仅停留
在第一阶段，以后要慢慢练就事半功倍
的本领，少走弯路。”

让他略感遗憾的是，今年由于忙于
工作，很多书没有来得及看。“在读书
方面退步了很多。‘买书如山倒，读书
如抽丝’，买来的书就一直放在那里，
却没来得及读。”新的一年，他希望在
工作上取得进步的同时，能兼顾自己的
兴趣爱好，让自己更充实。

重新出发 迈向更大舞台

今年 10 月，在法国尼斯举行的第

四届中法文化论坛现场，受邀参加论
坛的外国嘉宾对于中国文化的好奇与
喜爱，让留学芬兰回国的盛骁涛印象
十分深刻。

这个土生土长的苏州年轻人，已经
是回国创业后第二次参加中法文化论
坛，相较于第一次在西安时的略显生
涩，如今，他对于“中国文化传播者”
的角色已然驾轻就熟。凭借自己多年在
芬兰、荷兰学习和工作的经验，他更清
楚如何用欧洲人习惯和容易接受的方
式，向他们介绍来自古老东方的文化传
承非遗技艺。

第五届中法文化论坛将于明年在苏
州举办，因此，今年的中法文化论坛专
门安排了“苏州日”活动。姑苏情调与
法式浪漫相遇，涵盖苏扇、苏绣、缂
丝、玉雕、明式家具、苏派雕漆和核雕
等七大类展品，立足于“衣食住行”，
全方位地展现了“东方威尼斯”的苏式
生活方式。

盛骁涛负责的正是其中苏派雕漆
部分的展示。2019 年，他对于如何讲
述每一件漆器背后的中国故事，有了
更深刻的感悟。他仍记得，自己在瑞
典斯德哥尔摩东方艺术博物馆和德国明
斯特漆艺博物馆里与漆器结下的缘分，
那时他还在学习媒体专业，他说自己被
漆 器 “ 折 服 ”， 回 国 后 就 决 定 “ 改
行”，拜师学习雕漆，严格遵循古法制
漆、髹漆技艺，旨在恢复原汁原味的
苏式雕漆。

2019 这一年里，他始终在琢磨如
何能在保留传统手艺的同时，让大众
看到更多彰显创新理念的雕漆作品。
对一项非遗手艺来说，除了传承，提
高 公 众 的 认 知 度 也 很 重 要 。 盛 骁 涛
说，像他这样的青年手艺人，理应在
对内对外介 绍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扮 演
更 重 要 的 角 色 ， 让 年 轻 人 忘 不 了 中
国 非 遗 工 艺 ， 让 外 国 人 喜 欢 上 中 国
非遗工艺。

前些天，在长江商学院旗
下 的 创 业 创 新 平 台 “ 长 江 创
创”联合“启行教育”举办的
一场讨论中，不少创业者及其
家庭成员围绕如何平衡家庭与
工作、如何兼顾好对子女的教
育等话题展开讨论，也引发了
笔者的思考。

闲暇时间有限、时不时缺席
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时刻，不
少海归创业者谈及自己在孩子
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总
会觉得遗憾。对于创业者来说，
无论所处哪个年代、教育背景如
何，总免不了面对家庭与事业的

“竞争”，“顾此失彼”的无奈有时
确难避免。

在长时间的陪伴堪称奢望
的当下，有质量的陪伴就变得
更为珍贵。有专家认为，将有
效的时间专注于孩子身上，最
重要的是处理好“陪伴时间”
与“陪伴质量”间的关系。家
长 与 孩 子 之 间 建 立 “ 情 感 账
户”，为有质量的陪伴提供基
础，“积蓄”有效陪伴。

究竟什么是“有效陪伴”？
在这位专家的阐释中，“有效陪
伴 ” 意 味 着 每 周 拿 出 一 段 时
间，不限长短。在此期间放下
一切工作事务，全身心地陪伴
家人，关爱孩子。至少在那段
时间内，不管工作、不管手机
或一切与网络连接的产品，所
有的关注点都在家人身上。

笔者曾接触过一位海归企
业家，当聊到创业十几年来最
令他自豪的事时，这位企业家
表示，他没有忽略过家人的感
受、没错过孩子的成长，这才
是他最值得称道的功夫。

他的经验说来倒也并不复
杂 ， 只 是 每 周 固 定 拿 出 几 小
时，全身心地陪伴孩子。从子
女年幼时一起玩耍，到辅导功
课，再到一起滑雪、登山、看
展……坚持了十几年。这每周
的几小时并不长，但孩子明白
这是父亲非常认真、深沉地在
表达着爱和支持，“孩子其实懂
得父母的用心”，这位海归企业
家说。因此，虽然每年留在家

中的时间有限，但让他欣慰的
是 ， 逐 渐 长 大 的 孩 子 非 常 懂
事，也不曾有过抱怨。

做到高质量的有效陪伴，
却也多少有些知易行难。仅是

“放下手机”这一项，坚持做到
就不易。曾几何时，人陪着孩
子、眼睛却盯着屏幕，好像成
了不少父母的习惯；等孩子再
大些，成人与孩子各看各的屏
幕就成了另一种“标配”。这个
画面虽然可笑，却也是事实。

“ 人 在 陪 伴 ， 心 却 在 屏 幕 那
头”。其实，无论那头是繁重的
工作还是忙中偷闲的娱乐，都
比不过眼前与孩子相处时光的
宝贵。既然抽出时间陪伴，就
得实现真正有效的关爱与倾听。

“子女教育的核心，是一个
提出愿景、战略规划、逐步实
施 的 问 题 。 家 庭 也 是 一 个 组
织 ， 如 果 将 家 庭 比 作 创 业 公
司，家长相当于董事长，孩子
则是一个看似‘靠不住’、和董
事长沟通不畅的‘CEO’。家长
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清楚愿景并
制定策略，同时还需要给孩子
提供一定资源。”这场分享会
上，一位发言者这样说道。

家庭像创业公司、孩子像
不靠谱的“老板”。比喻新奇，
细想倒颇有些道理。若想帮助
这些摸索前进的“经理人”实
现飞跃，“董事长”就得有效教
授、有效引导，而这些都需要
通过有效陪伴来实现。孩子能
够体会到，父母此刻的陪伴很
单纯，就是为了与自己好好待
在一起，心无旁骛。

闯出一番事业的初衷既是
为 了 造 福 社 会 ， 实 现 自 我 价
值，也是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
活，让孩子快乐无忧地成长，
这 原 本 就 是 起 点 。 新 的 一 年
里，希望所有海归创业者都能
兼顾工作和生活，兼顾创业事
业和子女教育，双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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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2019

年轻不惧挫折

“拼”是不变主题
沈冰清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不经
意间，属于 2019 的时光已所剩无
几，我们即将迈入新的一年。对
无数海归来说，回望 2019，无论
是欢喜或悲伤、无论是顺流或险
阻，都是生命卡带中抹不掉的一
部分。

现 在 ， 让 我 们 回 放 这 卷 卡
带，跟随3位年龄、经历各不相同
的受访者去看看，他们有的初入
职场、有的业已精进、有的开启
了新的旅程……这趟快要到达终
点的 2019 列车，承载着满满的苦
辣酸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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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上海举行的“留·在上海”年度系列活
动中，海归人才正在排队向用人单位咨询相关情况。

▼在一家招聘单位的展位前，一位归国留学生正
在认真阅读求职相关材料。 （图片来源网络）

▼在位于杭州未来科技城的一家海归创业公司
内，技术人员正在做实验。 本报记者 孙亚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