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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谨 活 泼 的 教 育 思 享 课

本报记者 周国芳

错过校招
回国“瞎折腾”一年

对陈亚光来说，他用“瞎折腾”
来形容找工作的那一年时间。2014
年10月，陈亚光结束了在澳洲留学
的轻松时光。“当时，我们老家流行
起来出国热，父母也是为了我能接
受好的教育，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
蓄把我送出去了。”陈亚光学的会
计与金融专业，所在的阿德莱德大
学也是澳大利亚的八大名校之一。

作为澳洲名校毕业的陈亚光，
没想到自己回国后找工作这么难。
实际上，在当初要不要回国这个问
题上，陈亚光也直言“很纠结”。在他
看来，“澳洲是个没有激情的国家，
人少，慢节奏的生活很舒服，但是，
待久了会变懒。”作为“90后”的陈亚
光最终决定回国闯一闯。

“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校招，
也没有应届生的概念。回国时，其
实已经错过了国内秋季校招的黄
金时间。最后，只能是海投简历和
网申，结果一个也没过。”按照学
制，陈亚光2014年10月份毕业回国，
此时正值国内高校的校招时间。换
算过来，陈亚光算是2015届的应届
毕业生。而这一届的应届生招聘季
在2014年秋和2015年年初。

错过了秋季校招，又赶上“更
难就业季”，直到去年1月份，陈亚
光才得到一个券商营业部实习的
机会。但是三个月后，没有被正式
录用的他又重回求职的大潮中。

在求职中，没有国内认可的
证书成为陈亚光屡被拒绝的一个
重要原因。他向很多银行提交了
简历，却总是被拒。对此，陈亚光
很无奈地说：“像银行、投资类的
企业都需要相关从业资格证。在
国外考证周期比较长，往往毕业
了，证件还没考出来。陈亚光当初
不了解国内资格证考试的相关信
息，回国应聘才发现没有这些证
真的是寸步难行。

最终，陈亚光决定辞职回家考
CPA(注册会计师)。直到去年秋季校
招启动后，有了证的他瞄准了银行
和券商，终于拿到了几个银行和券
商分公司的录用offer。最终，陈亚光
选择去上海的证券公司。

近八成留学生
选择回国发展

在陈亚光所在的学院，有11
名中国留学生，除了一人获得澳
洲移民外，剩下的同学全部回国
工作。由于文化的不认同、职场歧
视、移民配额等原因，越来越多的
留学生选择回国。

据统计，随着国际间教育合作
的增多，跨国学生的流动也日益频
繁，全球留学生人数呈现不断攀升
的趋势。根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数据统计，2010年，全球
留学生人数为208 .7万人，仅两年时
间，2012年达到452 .8万人，增幅达到
116 .89%。

2015年，中国向全球各地输送
留学生52 .37万人，较2014年增加6 .39
万人，增长了13 . 9%。与此同时，2015
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40.91
万人，较2014年增加4 . 43万人，增长
了12.1%。

有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年度
回国人数与出国人数的差距逐渐
缩小，从2006年到2015年的十年间，
年度出国/回国人数比例从3 .15:1下
降到1.28:1。这也意味着，将近八成的
留学生选择回国。根据《中国留学回
国就业蓝皮书2015》，对于留学回国
人员期望工作的行业，三成回国人
员希望从事金融业，其次是教育、文
化、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现在来说，出国留学的人越来
越多，总的基数大了，回国的人数也
越来越多。”济南一家留学咨询机构
负责人介绍，与国外相比，近几年国
内发展的平台大，机会也更多。其
次，很多人现在是独生子女，由于对
父母的依赖和家庭原因而回国。

除了主观因素外，留学国家对
留学生就地工作的限制也使得越
来越多的留学生成了“海归”。以美
国为例，它每年分配给全球留学生
的留美配额是85000人左右。“去美
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想要留下
来，就要和全球越来越多的留学生
一起竞争。”上述负责人表示。

起点低没关系
重点是上升空间

“至于找工作，我认为，出不出
国一样难。学历只是一个门槛，工作

水平才是关键。至于管培生一类的
工作，澳洲留学相比国内上学的略
微吃香点。”陈亚光说，花五六十万
留学，回国工作每月拿四五千工资，
投入很大，但找工作时优势实际上
和国内刚毕业的应届生没有区别。

回国后，不少海归都会听到“外
面不好混才回来”的话语。2014年，在
香港中文大学读语言学的于梦莹
在香港工作一年后选择回到内地。
这句话她听了不知多少遍，虽不中
听，但她也觉得有几分道理。

“的确是不好混。尤其是对非本
地人来说，香港虽然是个包容的城
市，但是激烈的竞争和没有归属感
的工作环境还是让人喘不过气。”在
香港工作期间，于梦莹月收入大概
一万六港币，除了房租和餐费，每个
月剩下的钱也不多。

“回来之后，才有了归属感，而
且团队对于有能力的老师提供很
大的上升空间。”选择回国后，她在
济南一家英语培训机构任教。按照
课时费计算收入，每个月算下来差
不多收入过万。

的确，不少留学生之所以成为
“海归”，是因为更看重国内发展的
平台和空间。“虽然一开始回国起
点不会很高，但是国内上升空间大
啊。”陈亚光说，有时想想，出国高
额的学费和回国后低廉的收入形
成对比，会让人觉得很不值，但国
外几年的生活给了自己不一样的
经历和感悟，开阔的眼界和文化接
受能力对于未来工作有无形的影
响。只要有足够大的舞台和晋升空
间，是金子总会发光。

近年来，针对国际教育领域的
留学机构越来越多，海外留学生日
益增多。但是，残酷的数据摆在眼
前，多数抱着出国梦的学生最终还
是要面对回国的问题。省内一高中
出国规划负责人表示，在留学大潮
中，部分学生是在一种集体无意识
状态下“为了出国而出国”，最后由
海归成为“海待”。建议留学应该首
先了解自己的兴趣和优势，有针对
性地进行专业的选择，有对自己未
来比较清晰的职业规划。

花花光光积积蓄蓄留留学学
回回国国一一年年才才找找到到工工作作
八成留学生回国发展，金融业成首选

“留学花了几十万，回国找了个工作，月薪才3000多元钱。”近日，这样一条消息让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及
家长心里打起鼓：还出不出国？

“回来挺好，熟悉的人，熟悉的地方，熟悉的文化。”如今，在上海一家证券公司工作的陈亚光生活渐渐步
入正轨。就在两年前，毕业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他还在为工作发愁。

为了送子留学，陈亚光的父母投入了几乎所有的积蓄。与很多海归一样，陈亚光在纠结中选择回国发展，
开始了他的“漫长求职路”。

●中国输送留学生数量

2014年

45 . 98万
2015年

52 . 37万
2015年较2014年增加6 . 39万人

增长了13 . 9%

●留学回国人员总数

2014年

36 . 48万
2015年

40 . 91万
2015年较2014年增加4 . 43万人

增长了12 . 1%

●年度出国/回国人数比例

从2006年到2015年的十年间

从3 . 15:1下降到1 .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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