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求贤若渴
海归求职遇冷

没经验、易跳槽，想找好工作先要“服水土”
文/本报记者 潘旭业 片/本报记者 张晓鹏

核心提要：

在国外辛苦

留学数年，拿到

高等文凭，以为

回到国内就能进

大企业、赚高工

资，过着电影、

电视剧里海归那

样的生活……但

现实并非如此！

每年有数以万计

的留学生从各个

国家返回国内。

有的回到家乡，

有的奔赴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

他们当中，真正

又有多少人实现

了自己的梦想，

找到了适合自己

的 工 作 呢 ？ 近

日，记者在对部

分企业进行调查

采访后发现，一

方面企业对人才

的需求量极大，

另一方面，海归

回国就业却经常

遇到屡屡碰壁的

尴尬。

求职际遇各不同
“大海归”吃香“小海归”需等机遇

现状：

海归变海待，海归求职难……近
年来，此类事件频频见于报端。似乎
一夜之间，原本各企业争抢不迭的海
外人才变成了弱势群体。“大海归”和
“小海归”在就业问题上，也有极大

的差距。
据业内人士解释，
“大海归”指的是

那些在海外或者是
出国前曾有数年工作经历

的留学回国人员，他们往往具有
很强的专业能力和良好的知识结构，
或者是一些职场人士选择在国内工
作一段时间后出国去充电，这部分人
被称之为“大海归”。而“小海归”指的
是那些“从校园到校园”的毕业生，他

们虽然在语言及跨文化背景的知识
结构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缺乏
工作经验，所以很难得到高薪。这就
是“大海归”与“小海归”就业方面的
差距。

据了解，目前岛城海归的就业状
况其实不错。据山东省留学服务中心
回国安置办公室的王曼介绍，目前世
界500强企业在青岛的办事处、分支
机构中，留学生大约占有三分之一的
比例。在外企和国企当中，拥有留学
背景的高素质人才依旧是这些企业
的首选。从目前来看，只要海归们能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求职，不要好高骛
远和提出过分的薪职要求，找到工作
问题不大。

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的海归们
一部分是因为当时学习成绩突出而
被保送出国深造，这部分人员回国后
供不应求。另一部分人是自费出国镀
金，回国后大多数都通过家族或者各
种关系找到了工作。目前面临求职难
的海归们主要集中在刚刚回国，既没
有关系又没有什么能力的这部分人
身上。

近年来，由于国内培养的人才与
海归人才日渐缩小差距，而部分海归
因缺乏系统的职业生涯规划，所学专
业与大部分人雷同，对当前形势的错
误估计和过高的职业期待，以及一些
个人能力问题，让很多人从引人注目
的海归变成无人问津的海待。

回国求职屡屡碰壁

除了语言特长根本没有别的优势

手持硬梆梆的洋证书，讲着
流利的洋文，总是企业争抢的对
象……海归曾经给人以这样的印
象。而近年来，随着海归人数不
断增加，他们回国后的求职之路
也并非一帆风顺。

1 9 8 1年出生的小伙刘翼瑾
2000年高中毕业后，在乌克兰南
部的克里米亚国立综合大学留学6

年，取得俄语系硕士学位后回到
国内。本以为回到国内能大干一
场的小刘却没有想到，在回国的6

年时间里，他四处求职，但几份
工作都差强人意。不是工作与他
的专业不符，就是觉得难以与公
司的同事相处……2011年年底，
小刘在天津的一家旅行社，找到
了一份导游的工作，一个月的工
资2500元左右。“当初出国，觉
得回来就能过上好日子，进大公

司，买房、买车，过上高级白领
的生活，但现在，对我来说，能
养活起自己才是最关键的。”刘
翼瑾说。

同样出生在 1 9 8 1年的张天
宇，2005年在日本留学6年，获得
硕士学位后于2011年年底回国。6

年的留学生活，张天宇共花费了
40多万元。由于没有社会关系，
张天宇只能通过到人才市场应聘
和网上投简历的方式找工作。三
个月的时间内，张天宇发了上百
份简历，参加了五六次面试，但
都没有成功。经历多次求职失败
后，张天宇明显感觉到，国内企
业招聘基本都要求有工作经验，
招进企业后就能产生效益，而在
日本留学6年回国后的他发现，自
己除了日语，基本没有别的优
势。

案例：

缺乏工作经验是目前海归求
职面临的主要障碍。记者采访了
解到，很多出国留学生在国外完
成学业之后，恰逢全球经济不景
气，迫不得已选择回国工作，但
由于没有工作经验，在国内找工
作也是处处碰壁。

据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外国专家局的工作人员王雨
君介绍，2011年青岛市引进海外
留学人才 1 0 3 6人，其中博士 6 2

人，硕士607人，而这只是引进的
海外留学人才的数量，实际上的
海归人数更多。

但在青岛市发布的《2011年
青岛市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职
位、项目一览表》中记者看到，
作为青岛知名企业海尔集团、青
岛普加智能信息公司、青岛中科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国信发
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各科研
机构等在招聘时都有工作经验的
限制。这一规定，直接让在国外
留学多年，却一直没有全职工作
过的海归们只能“望洋兴叹”，
不得已将自己置身于这些大公
司、科研机构之外。

信息不对称也是造成目前海归
求职越来越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由
于多年生活在国外，海归们在国内的
社交圈子逐渐减小。回国后，海归们
想找合适的工作却苦于没有足够的
信息，而急需高端留学人才的单位却
在招聘中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本报2月14日A13版刊登了《奔波
三月，海归硕士没找到活》一文后，仅
一天的时间，先后有5家公司拨打记
者电话要求联系该海归硕士。其中位
于青岛市南京路中联广场的某指数
公司的薛经理联系记者时称，他们公
司招聘的都是高学历人才，尤其需要
有留学背景的高学历人才。但在招聘
过程中一直没有海外留学人才求职
的相关信息，看到报道后，他们想与
当事人进行面谈。

近年来，留学生出国数量增长较
快。出国后，他们在国外的社交圈子
相对封闭。回国后，一部分人通过自
己原有的关系以及家庭的关系找到
工作，但相当数量的海归进入一个新
城市后，只能依靠自身的学历和海归
背景，当海归求职和企业招聘信息没
有形成交集时，导致了大量“海龟”的

“搁浅”。

由于工作经验的限制，很多
海归难以进入国内知名企业工
作。无奈之下，他们选择“转
战”人才招聘市场和网上应聘，
将目光转向一些外资企业和私营
企业。对于这些规模较小的招聘
企业而言，海归的牌子固然让他
们怦然心动，但却担心自己企业
水太浅，养不住大鱼，害怕海归
会在短时间内跳槽。

位于青岛市东海路的贝利尔
青岛医疗中心是一家主要面对海
外人士的医疗机构，对员工的外
语要求很高，因此在招聘时对海
归特别青睐。该医疗中心的谭经
理告诉记者，海归在语言上确实存
在很大的优势，但刚回国时间不长
的留学生往往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跳槽。前一段时间有个在日本留学
10年的女海归刚在这里工作了一
个月，结果就被青岛开发区的一家
公司挖走了。在经历过多次招聘之
后，她更倾向于选择外语较好的国
内大学生。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很多中
小企业的招聘者都存在这种心
理。

没有工作经验

跻身大公司有点难

海归多数易跳槽

企业招来不安心

信息不对称

导致“海龟”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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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就业，海归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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