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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0_86_E4_BA_BA_E5_c107_333462.htm 经理人的职业竞争

力体现在三个方面：职业经验、职业技能和相关的资质证书

，而出国留学就是强调个人职业竞争力在培训机制上的权重

。 李雅大学毕业后担任人事助理已有两年，短期内自感升任

为人力资源总监无望，便萌 生了到国外学习MBA的念头，希

望借此提高市场对自己管理技能的认可。 然而在专家看来，

李雅的这种留学冲动是危险的。“上述的案例主人翁需要搭

建的是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职务经验，如果没有职务经验，

即使进行文凭投资，始终难以升任为总监。” 经理人留学更

需评估 与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就出国留学的学生相比，经理人

留学不可避免造成目前职业的中断。“该不该留学，选择什

么样的专业和学校，将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类型，经理人出

国之前对此都该明明白白。” 专家说，“而这可以通过留学

评估完成。” 留学评估通过对出国留学费用、归国后预期薪

水等量化指标进行处理和分析，同时结合当事人的性格特点

、专业及未来被市场接受程度、工作经验、移民意向、家人

接受程度、语言能力等情况，对是否出国进行判断。 专家认

为经理人留学前进行评估，首先可以节省时间成本。比如有

的经理人现在从事的职业并不适合自己，即使通过留学提升

也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出国绝对是浪费时间。其次是机

会成本。有的行业发展迅速，初级经理人可以利用众多的机

会积累经验，抬高职业身价，而不是中断工作去留学。再次

是经济成本。不该出国却出国了，自然会造成金钱的浪费。 



谁适合留学？ 一个经理人该不该出国，专家认为首先要考虑

的是这个人的职业竞争力。经理人的职业竞争力体现在三个

方面：职业经验、职业技能和相关的资质证书，而出国留学

就是强调个人职业竞争力在培训机制上的权重。 如果一个经

理人的工作经验只有2-3年，考虑到职业经验、资源积累对其

更加重要，加上职业方面的不可中断性，此时经理人放弃了

原来的职位出国，将来即使有一份洋文凭也很难被用人单位

看好。 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一个经理人在执行岗位上已

经有了5年-8年的工作经验，需要从执行经理人向决策经理人

转换，从注重职业经验转变为注重判断力，那么到国外学习

一段工商管理知识就是一个良好的选择。 留学除了提高外语

语言能力外，还在于获得国际化的认证和专业职业知识。有

的职业需要什么样的资质非常清楚，比如要在生物制药方面

成为高级研发顾问，必须要获得加拿大的微生物证书，在这

种情况下，出国留学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选择。 其次要考虑

经理人的职业特性。对于业务为导向的工作，比如市场营销

和研发之类的，相比于决策为导向的工作，不大适合留学；

同时对于知识为导向的工作，留学充电是比较好的投资。 另

外还要考虑经理人所在行业的状况。如果经理人所在的行业

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不仅能保证经理人职业可持续发展，也

能使其拿到相关的专业资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留学来说，

经理人在国内发展更为明智。倘若自己所在的行业前景暗淡

，虽然可以考虑留学，但留学不一定能改变状况，最终的成

效取决于在国外学到的知识能不能直接拿到国内来应用。而

对于那些因为自己从事的是冷门工作，感到不如意才盲目选

择热点专业留学的，则要尽量避免。 在做出了要不要出国的



评估后，认为有必要出国的经理人，下一步需要确定自己选

择什么样的学校和专业。而这需要从当事人选择的学校和专

业与其职业发展的契合度方面来分析。 考虑到2年之内职场

就面临着大的转换，专家认为经理人留学的时间不能超过2年

，目的指向性更强。 “留学对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价值观念

的长期影响，不列入我们的测评范畴。” 专家说，“我们只

能评估一种职业一定时间内在职场上的发展规律，不能看得

更远，否则就会流于空泛而不准确。” 澳际出国留学转载自

：《财经时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