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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7/2021_2022__E6_89_8D_

E5_B8_82_E5_87_B8_E6_c107_337627.htm “海归”为何成“海

待” 前两年，“海归”炙手可热，似乎只要到国外“镀”上

一层金，回来就可以“卖”出个天价。集星联合电子科技公

司董事长陈胜军认为，这不应是一种常态，“海归”的局部

过热，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前几年互联网泡沫膨胀，

在信息技术领域，人才的行情飞涨 ，尤其是从国外回来的人

，因为能带回新的技术和理念，成了被追捧的对象，以致一

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开口就要几十万元年薪。二是一些私营

企业前两年在寻求突破的过程中，感觉国内高级管理人才缺

乏，直观上认为留学生经验多、见识广，对“海归”有一定

的盲目崇拜。三是部分投资者并非专业投资者，认为海归联

系广，能做成事，就追捧他们，让他们半创业半打工。 

从2001年开始，互联网开始降温，国内外的技术发展趋向同

步，至少就刚毕业的“海归”而言，优势已不再明显。而很

多企业和投资人在经历了泡沫经济的挤压之后，对“海归”

的评价与使用也逐渐趋于理性。 据人事部最新发布的数据，

截止2003年底，中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58万人，遍及世界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回国工作的留学生已接近16万人。由于种

种原因，一度炙手可热的“海归”，如今笼罩在他们头上的

光环正逐渐褪色，部分“海归”面临着成为“海待”的尴尬

。 在北京近期举办的一次留学人员招聘会上，中关村有家软

件公司报出月薪2500元的条件，居然引得“海归”们争相竞

聘，这与以前几十万元年薪的行情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在湖



北，20多名留学归来人员，半年一个也没找到工作，“海归

”碰到了就业难。事实上，全国2004年将有280万名毕业生，

到目前与用人单位签约的只有50％，在前程无忧公司370万份

简历里，有8万份是“海归”的。这样也就说明，“海归”在

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工作，本身与我国现阶段整体的人才供需

环境是一致的。 新东方文化研究院院长徐小平认为，“海归

”的大量涌入和各地对留学生归国创业的鼓励使创业的门槛

降低，竞争更激烈了，自然就业成功率也会下降。当前“海

归”求职难，是市场机制作用下正常的回归。他分析指出，

三大原因是造成当前留学生待业的主要原因： 一是知识丰富

但实践经验空白的“海归”。拥有比较广博的专业知识和开

阔的国际视角是“海归”们独特的优势，但无论是创业还是

就业，都需要转化为实践的知识运用。泰来猎头公司负责人

纪云介绍，无论是向企业推荐还是企业前来招聘的人才，有

工作经验、特别是海外工作经历的“海归”都是首先考虑的

人选。不少企业更愿意选择国内的高级人才，因为他们在薪

酬上不会像“海归”那样动辄上万的开价。 二是混水摸鱼的

“方鸿渐”。一些从国外“野鸡”大学甚至是短期培训班拿

到一个洋文凭的人，很难说有什么真才实学，更别说能征服

用人单位了。 三是浮躁的“淘金者”。一些“海归”人员没

有在祖国扎根的思想准备，抱着回国内捞一把就走的心态，

这样导致决策短期化。 南开大学就业指导办公室主任刘秀茹

认为，水土不服也是造成“海待潮”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时间在国外学习、工作的“海归”，对中国的发展现状不

熟悉，难以适应现实情况。如在外国不讲人情，只讲规则，

但国内是讲关系、凭人脉，留学生往往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



能适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归”人员迅速发挥出

自己的才智。 随着国内教育逐渐与国际接轨，可替代“海归

”的人才逐渐增多。同时，国内企业对“海归”的认识日趋

理性，更加看重真才实学，不再盲目追求洋文凭也是造成“

海待”现象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白春

礼指出，“‘海待潮’的出现并不奇怪，它实际是中国社会

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 是金子就会闪光 2003年，不少“海

归”一夜之间成为“海待”，业内人士分析：“海待”现象

将在2004年继续上演。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士指出：当前

国内对优秀人才包括海外人才的需求十分旺盛，只要是真正

的人才，决不会有“过剩”的问题。 他说，100多年来，留学

生在发展中国科技上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在现阶段，从国

外引进高水平的人才，仍然对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有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会带来知识、技术，还会带来管理

经验，带来海外的销售渠道。对这样的人才，我们的大门永

远是敞开的，而且我们还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包括主动走

出去，把他们请回来。 以北京市为例，来自市统计局的消息

说，2004年北京市在新增就业岗位中，须聘用海外留学人

员1799人，其中，占大头的依然是对“海归”有强烈需求的

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许多地方，“海归”争夺战在继续

，为吸引“海归”，原有的优待不仅没有降低，更增添了许

多“花色”。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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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