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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0_BC_E5_9B_9E_E5_c107_338237.htm 曾几何时，海外留

学是多少中国人的梦想，一本《哈佛女孩⋯⋯》就可以激起

无数家长的“望子出洋”梦。但是今天，“出国留学、回国

创业”已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学习和成才方式。 有资料显

示，从1978年～2003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70

．02万人，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也不断增加，其中2003年回

国人数首次突破两万人。而近日由全国青联海外学人工作部

与中国青年报联合完成的“海归搜索大行动海外留学与归国

人员现状大调查”显示，身在海外的留学人员中，近九成有

回国发展的意愿。中华英才网总裁张建国在2004年12月23日

“天津海外学人回国创业周”活动论坛上公布，57．5％的海

外留学归国人员，在6个月左右能找到专业及薪酬适合、个人

满意的工作。而其余的之所以成为“海待”，其原因主要集

中在薪酬（相当多“海归”期待月薪在一万元以上）和个人

能力方面。 随着留学回国人员的层次多样化，“海归”中的

个人能力结构差异也越来越大。有一批学有所成的高学历、

高水平人才，也有只读了语言学校或是只在国外待了一段时

间的回国人员。因此企业在招聘的时候，往往不再以“海归

”作为简单的判断标准，而更看重个人能力。在2004海外学

人回国创业周活动期间，山东大学校长展涛更是直截了当地

提出：“海归”在中国只是阶段性名词。 出出进进的人多了

，也就不会被当成特殊群体了。据悉，欧盟国家的国民可以

到其中任何一个国家读书，学成后回国不会因此成为“稀有



物种”。 “海归”价值回归，于国于民都是好事。对于国家

和社会来说，这是告别身份崇拜、文凭崇拜的必然过程；对

于个人来说，则可以使我们更加理性地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式

。随着这种理性回归，赴海外留学的人员不会减少，只会越

来越理性，越来越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和目标。 对于国家来说

，我认为海归越多越好，他们带来的文化冲击和“不适应感

”越强烈，越有可能成为改造现状的重要力量。但对于个人

来说，选择海外留学有利有弊。弊端比如费用较高；如果最

终选择“海不归”，则必须面临难以融入国外社会等困难。

而如果选择“海归”，则又必须面临人情社会、关系复杂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惰性因素。据“海外留学与归国人员现状

大调查”结果显示，选择不回国的留学生主要顾虑在于，“

人情社会，关系复杂”（71．2％），“法制有待完善”（68

．8％），“城市生活环境差”（56．3％），此外依次是“

政策限制过多”、“退休养老、子女教育无法保障”、“职

业发展空间过小”、“户口档案限制过严”等因素。这些文

化惰性，其实不仅是海归们面前的问题，也是中国在从传统

的身份等级社会向现代开放社会转型中面临的问题。 比起上

述种种困难而言，选择海外留学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

先是国外大学不拘一格育人才的方式和北美大学的高额奖学

金制度、欧洲大学的免费教育制度等，是国内许多学子所向

往的。在国内，要想逃出一张试卷定终身、统一大纲、统一

试题的“人才标准件”培养模式很难。但是国外大学开放、

多元的培养机制，却给国内的许多“非标准件”提供了个性

和自由发展的可能。 其次是国内本科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

育的良好的学术评价机制和学术规范有待进一步建立，且随



着研究生的大量扩招，其总体质量也逐渐令人生疑。此种情

况下选择海外留学，不仅是研究生文凭的“含金量”有所提

高的问题，而且对于学术态度的养成也有积极的作用。 其三

，文化的最终结果是人格。在外部自由、宽松而又内在严格

的环境熏陶下，海外留学人员（最好也有一定时期的海外工

作经历）最终获得的是一种人格的力量。这种力量比一时的

学术水平、薪酬待遇更能决定人的一生。展涛自己的选择就

是最好的例子。他在国内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但此后他还是

选择了赴德国弗赖堡大学进行合作研究。他说：“虽说时间

不到两年，但在国外学习和工作让我收获了一种视野，一种

胸怀。” 所以，当你发现留学的意义不再是镀金时，你仍然

可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选择海外留学，目的是为了真才实学

和人格养成，哪怕做几年访问学者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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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