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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3_BD_E5_AF_B9_E7_c107_337977.htm 常常见到这样的看

法：只要留学了，就必然地拥有无忧无虑的未来。其实，这

是套在留学生头上的，不切实际的虚妄不实的光环，必须摒

弃。留学，就是在另一个国家的教育系统中学习，说到底，

仍然是学习，不过是学习。熟悉世界文化，结交各国朋友，

为未来事业创造机会，是留学可能的副产品。 期待着留学必

将导致无忧无虑的未来的人，往往相信毕业后一定会有一份

高薪的工作。而事实上，从根本上决定薪水多少的，是劳动

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海外院校，哪怕是发达国家世界名牌大

学授予的学位，只是影响薪水高低的筹码之一而已。而最近

一两年，拿着英美正规大学学位却迟迟找不到称心如意工作

的留学生不乏其人。当供大于求的时候，用人公司对应征者

的要求必然提高，仅有一纸洋文凭，市场所需要的职业素养

、技能相对贫乏的人是难于获得理想工作机会的。这种情况

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在美国，即使是哈佛、耶鲁这样著

名大学的毕业生也并非人人找得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赋闲失

业的人同样屡见不鲜。 可见，留学的经历，并非是一个使人

获得高薪工作的充分条件。当然，在讨论留学的经济回报问

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回避留学是一个资金投入高的学习方式

。尽管就读国内高校需要缴纳的学费已经数额不菲了，但比

之于海外高等教育的开销，还是小巫见大巫。所以，自费留

学生自己，以及为留学投入成本的学生的家庭，期待比较高

的经济回报是应该的。但是关键在于，只有把这种经济回报



的期待建立于留学是学习，是在海外学习这一基本事实，期

待才可能变成合理的。 既然留学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么，

从个人经济回报的角度考虑，留学的目标就是把自己培养成

未来劳动力市场需要的人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发展、变

化的，这种需求的演变是有规律可循的，可是，这个规律是

需要花气力去认识才能被发现的，对于准备留学的个体而言

，往往难于在短时间内正确地判断未来三、四年劳动力市场

的需求走向，这是计划留学的人面临的一个矛盾。借助于专

业的留学服务机构，可以使这个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换言之，针对不同对象，在综合分析其学术基础、外语水平

、学习能力和素质、职业兴趣，乃至其人生规划的基础上，

为其选择适合的专业、适合的学校、适合的国家，最大限度

地为留学生未来就业打下基础，是每一个从事自费出国留学

中介服务的机构的职责所在。 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计划留

学者个人和家庭要对留学的经济回报持务实的态度，因为只

有留学者本人才最有可能了解自己的实力和潜力；留学是人

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人生发展的规划最终只能由留

学者自己做出。正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几年来，

大部分自费留学生选择的专业都集中于计算机、信息技术和

商科方面。一方面，这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社会

对劳动力和人才的需求指向，也反映出经济发达国家在这些

实用学科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吸引了中国学生飘洋过海求学

的热情。另一方面，大量的留学生聚集在这些学科接受高等

教育，也昭示出留学者在留学专业选择方面忽视个人兴趣、

潜质，没有把留学生涯作为整个人生发展历程当中一个阶段

做出整体安排的非理性倾向。 职业发展研究表明，如果一个



人从事着自己感兴趣的职业，那么，他的聪明才智就会得到

充分发挥，意志品格也会调整到最佳状态，取得事业的成功

也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对每日的工作毫无兴

趣，其事业只能平庸没落。 所以，静下心来分析自己的学术

兴趣所在，职业兴趣所在，以人生发展的长远眼光看待留学

的经历、安排留学的计划，是准备留学者需要做的第一件事

情，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在此前提下，再结合对于未来劳动

力市场需求情况的有根据的预测，适合自己就读的专业才能

够进入选择的视野范围。从众地选择留学专业，不考虑自身

情况，要承担学无所成的风险，如果遭遇劳动力市场的风向

逆转，其未来的职业道路就更加不容乐观了，以留学换取高

额经济回报的期望也要落空。 总之，留学是学习而已，留学

并不意味着前程无忧。只有以对待学习的老实态度看待留学

，才能够扎扎实实地求学于海外，也才可以实实在在地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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