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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7/2021_2022__E4_B8_83_E

6_88_90_E7_95_99_E5_c107_337360.htm 在大学生们谈到自己

毕业后的出路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考虑到了考研、就业

之外的出国留学。现在，留学早已同购房、购车一样被列入

高消费的行列，而且是一项高额的教育投资。留学要花多少

钱？到底值不值？人们对留学的期望值有多高？留学归来的

就业是否会从此一帆风顺？ 在《21世纪》留学杂志等媒体合

作进行的“留学系列热点调查”中，我们看到，近八成（79

％）的公众认为，资金问题是制约自己出国留学的首要因素

。其中，七成的人承认，自己留学的资金由父母或者家庭提

供，而真正依靠奖学金作为留学资金来源的只有16％，依靠

银行贷款和亲友资助的分别只有7％和6％。 对于43％的留学

者来说，“只筹集第一年，出国以后边打工边上学”的资金

筹集方式是更为现实的，而“一次筹齐留学所需年限的所有

费用”和“逐年筹集”也分别被29％和28％的公众所接受。 

到底有多少人希望能够出国留学？调查中，认为“最好能去

”的人达到62％，而坚持“非去不可”的人只有24％，选择

了“不抱过高期望，去不去两可”的公众也达到了15％。可

见，人们的出国意愿日趋理性，而不再是一门心思的“死磕

”了。 在即将出国留学和已经有过留学经历的公众看来，留

学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更多的留学生更愿意学成回

国工作。调查显示，分别有36％的人认为“看重留学经历，

圆出国梦”和“将来回国后能找到好的工作”，而真正希望

“取得国外文凭，在国外发展”的只有29％。 据有关方面统



计，我国每年有十多万人出国留学，中国留学生已经遍及世

界上100多个国家，不再像前些年那样千军万马奔向屈指可数

的几个英语国家。同样是留学，那些去“非热门国家”的留

学生是怎么考虑的呢？ 从自身来说，承认是由于自己“资金

不够雄厚”的超过了半数（51％），显然这是留学非热门国

家的首要原因。而因为“喜欢这个国家的文化”前去留学的

人占参与调查者的28％。此外，还分别有14％和7％的人承认

自己是由于“在国内考不上大学”和“在留学所在国有亲属

或其他关系”的原因到非热门国家留学的。从客观角度看，

“学费、生活费用相对低廉”是39％的公众选择“非热门国

家”留学的主要原因，另外，还有25％的人觉得“签证容易

”，19％的人承认“申请学校比较容易，语言要求低”是促

使他们到非热门国家出国留学的原因。 但是，谈到将来，这

些非热门国家的留学生显然并不十分乐观：57％的人认为自

己将来的前景“一般，但比不留学好”，17％的人甚至觉得

“不好，可能不如在国内上学”。只有26％的人对自己的前

途充满信心。 其实，不仅是他们，几乎所有的“海归”都面

临着近乎尴尬的局面：随着留学归国人员的增加，他们中的

许多人开始为回国后的就业问题所困扰，所郁闷。在国内庞

大的待业人群中，也时不时地可以看见“海归”们的身影。

“海归”难道真的会变成“海待”吗？ 调查显示，75％的留

学生认为，自己在留学前选择专业时考虑到了回国就业的需

要，而他们之所以选择回国工作，是因为“在国内工作会更

有发展”（57％）、“想和家人在一起”（23％）、“国外

的就业机会很少”（15％）和“对国外的环境不适应”（5％

）。 对这些大大小小的“海归”来说，“专业对口”是他们



最为看重的。调查发现，在谈到自己对回国后的工作要求时

，38％的人提到“专业对口，有发展，工资低一些也可以接

受”，37％的人坚持“专业对口，有发展，年薪在10万人民

币以上”。而提出“专业可以不对口，但年薪在10万人民币

以上”以及“先工作再说，月薪有2000元就可以”的分别只

有18％和6％。但同时，55％的留学生认为，如果没有满足自

己要求的工作机会，自己会选择“降低要求，先就业再说”

，而“再次出国，到国外就业”和坚持“等待，直到满意为

止”的分别只有26％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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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