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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南京举行。据了解，与会的5000多名各种应聘人才中

有近1／3是“海归”人员，但是这些“海归”们实际与用人

单位达成意向的并不多，一些“海归”明确表示自己找工作

的期望值最少在年薪30万元左右，而不少用人单位对如此高

薪打了退堂鼓，更有单位对高薪“海归”是否“物有所值”

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甚至明确表示这些人才不在主要考虑之

列。 其实这一年多来，“海归”人才从过去的风光无限到如

今求职不易的例子很多，“海归”的降温和用人单位回归理

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根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南京每

年留学归来的高层次人才约200人，但是真正找到满意工作并

且留在南京的只有90人左右。 苏北一家民营企业老总述说了

自己招聘人才遇到的尴尬事：本来他想“赶时髦”延揽一些

有国外工作经验的留学人才为自己研发汽车新品，可是前来

应聘的合适人才开价动辄就是年薪百万元，连一些刚刚学成

归来、毫无工作经验的洋硕士也要价几十万元，还表示这已

经是国外不可思议的低价。他觉得这种用人成本与研发项目

的预计创收悬殊太大，最后干脆实施“借脑生财”的办法，

在国内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外聘科研人才，现在一个月就能

为他研发出两三款新产品，且代价较“海归”少了一半。 南

京一位“猎头”人员说，“海归”之所以成为“海待”，主

要是其对自身定位太高，加上有的在实际工作中与国内人员

沟通方式等方面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导致“曲高和寡



”。现在“要能力不要背景”已经成为很多老板的共识，不

少企业不再“打肿脸充胖子”，以拥有“海归”往脸上贴金

。在实际使用上很多“海归”也已不再享受特别待遇。 一些

“海归”自视甚高，用人者却以理性人才价值观办事，由此

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值得深思。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

教授萧灼基在一个专家论坛上表示，人才流动千万不能步入

双重误区。以前曾有“海归上岸、土鳖滚蛋”的说法，这是

不对的，也造成了现在“海归”期待值过高成为“海待”的

状况出现。但现在一些企业盲目排斥“海归”也不对。 “海

归”和“土鳖”各有各的优势：“海归”接受了国外系统规

范的教育和经营理念，可缺点在于对本土情况不熟悉，常常

会考虑不到国内资源、环境、配套设施乃至政策的现状，照

搬国外模式，导致“念歪经”；而“土鳖”最了解本地情况

，而且从世界范围内看，每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主要力量还

是来自于本土人才，但其也有知识结构更新不够快的缺陷。

现在中国还不是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社会，还处在转型期，

不管什么样的人才都是稀缺资源。如何用好这些人才，不是

简单的高薪或者创业优惠所能解决的，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

课题。 说到底，用人者知人善用，被用人才能认清自己的优

缺点、给自己准确定位，政府部门根据经济建设的目标和区

域经济发展的要求，设立统一的鼓励人才政策，这才是避免

人才流动双向误区的关键，也才能培育出一个发展良好、成

熟度高的人力资源市场，实现“土洋”人才结合、共促经济

发展的双赢局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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