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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雪城大学商学院(美国排名前50)读MBA课程,研究金融和

供应链管理双方向。出国前毕业于国内某名牌大学,获得材料

物理、国际金融四年双学位。 Young还有3个月就要毕业了,但

是工作却迟迟没有着落。此时的Young正在面临着一项激烈的

抉择:为到底是回国发展,还是留在美国寻找最后一线生机? 想

到两年前,他为了自己的“留学梦”毅然放弃了国内悠然的生

活和不错的工作机会,去美国,最靠近世界商业圣殿华尔街的地

方,来实现自己“世界商界大腕”的梦想。 而不曾想到的是,

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给他以及跟他一样抱着镀金梦想的

留学生的求职路上带来了坎坷。 “危机当前,一个国际学生要

在美国求职实属不易。我也曾认真考虑过回国的问题,但回国

就业也有很多麻烦。”越洋电话里,Young的声音听上去很无

奈。 突如其来的冲击 Young一直对自己的能力非常自信,能获

得雪城大学MBA全额奖学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不过,他也

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自2007年抵达美国之后,Young就全

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之中。每逢寒暑假,他就找机会到当地知

名的金融机构实习,一来将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实际,二来为自己

将来的求职铺路。他告诉本报记者,当时年景还不错,对于他们

这样背景的毕业生来说,“只要你表现不错,很多公司都会愿意

提供offer给你的。” 2008年6月,Young利用暑期的时间进入当

地一家知名的金融集团实习。实习期间,他扎实的业务能力得

到了公司的赞赏,高层透露出留他在公司发展的想法,他也对这



家公司各方面条件都还比较满意。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到了8

月份Young实习结束的时候,他却没有收到公司的offer。 “不

光是我,其他几个在美林实习并且拿到offer的同学也都遭遇了

变故。”公司发来通知说“很遗憾,因为你的职位已经不存在

了,所以我们不能再聘用你。” 而这一切都归咎于那场突如其

来的金融危机。 “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影

响实在太大了。”Young说,“到了2008年9月份,时局继续恶

化,连普林斯顿商学院的学生都几乎拿不到实习机会,更不要提

拿offer了。” “堵死”的求职路 “客观地说,校园招聘是最传

统也是最有效的求职方式。”根据从师兄师姐那里得来的经

验。Young开始放弃“通过实习寻找工作机会”的这条路径,

把目光转向了校园招聘。 由于良好的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实习

经历,在时局不景气的情况下,Young还是拿到了10多家企业的

面试机会。 与此同时,Young也开始网上投简历。“但是网投

的效果很差,基本是在做无用功。”Young告诉记者,“很多网

上发布的招聘信息都是过时的”。 此外,Young也不忘利用人

际关系来求职,他开始请求老师、校友、甚至是有过一面之缘

的人来帮他推荐工作。但无奈的是,形势恶化的程度远

比Young预想的要快。 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被卷入这场风波,

很多大的金融机构纷纷宣布破产,之前还能苟延残喘的公司也

开始大规模裁员。Young以前实习时候结识的不少老师、朋友

甚至是企业的副总裁、HR都不幸被炒。 “整个华尔街一下子

从商界精英的天堂变成了地狱。”Young这样描述当时的惨状

。 既然正式员工的工作都不保了,企业也基本不再提供实习的

机会,更不会提供新的岗位,在校园招聘中不少对他印象不错的

企业也因为发展不景气而取消了部分岗位的招聘。 “这一情



况持续到了2009年,如今,进入学校进行招聘的企业已经少到屈

指可数了,这条求职的路也变得非常难走。” 国际学生的天生

劣势 除了面临大环境恶化、企业紧缩招聘的考验,Young还不

得不面对身为国际学生的天生劣势。 作为国际学生,要想留在

美国就业,除了要找到愿意给你提供全职工作的雇主外,还需要

获得H1B工作签证,两者缺一不可。 如今,美国企业饱受金融危

机的煎熬,能为本国人提供的就业机会已经屈指可数,更不要说

是国际学生了。 不过,相比之下,H1B工作签证更难拿。因为,

首先你要找到一个愿意为你提供offer的美国公司,然后公司愿

意帮你提交证明,你才可以递交H1B工作签证的申请。“而且,

一定要在每年的4月1日前递交申请,否则错过一天,既要等一年

。”Young特别强调。 “事实上,在美国10个雇主中有8个不愿

意为国际学生办理H1B工作签证,而在人才过剩的商科领域,这

个情况尤其明显。”Young感慨到。而且,H1B工作签证申请

本身的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即使你提交了申请,也不见得就一

定能获批。 据了解,自2007年开始,美国政府规定每年给国际学

生提供的H1B工作签证的数量为6.5万个,当年就有10万多人申

请,最后被迫采用抽签的方式。而此后每年的H1B工作签证都

在6.5万个左右,申请的人数却逐年增加。 “如果运气好被抽中

的话就很好了,但是每年都有很多人没有被抽中。”Young言

语里透露出一丝无奈。 不过现在,国际学生在美国的就业空间

还一再被压缩。据他介绍,美国议会近期通过了一个议案:所有

接受美国政府资助的公司要优先录用美国国籍的毕业生。“

这无疑让原本紧张的形势变得更加恶劣。” 也曾考虑回国发

展 在美国就业的道路崎岖狭窄,Young的很多同学和朋友也在

考虑回国发展。但是他们不得不考虑一个投资回报率问题:当



初家里拿了几十万元的费用来让孩子留学,如果他回国后,工作

难找或者薪酬不能符合预期,那就要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 “

这近一年来的求职历程的确很艰辛,我也考虑过回国发展的问

题,但是还是有一些疑问和困扰的。”Young对记者说。 首先

就是发展前景的问题。“近几年国内的金融机构取得很快的

发展,但是毕竟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究竟

有多少企业真正需要有国际背景的金融人才也是一个未知数

。”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找到适合“海归”回国就业的渠道?

此次金融危机,不少国内机构借机海外“抄底”金融人才,不久

之前还有国内金融机构“组团”去华尔街招聘海外人才。

Young也参加了一场在纽约举行的国内基金公司委托一家机构

进行的专场招聘会,但他感觉这场招聘会办得非常“水”。“

基本每个求职者只得到了5分钟的面试时间,我根本体会不到

他们招人的诚意。” 第三,国内机构的承诺在人才回国后能否

全部兑现也是个问题。Young说,他听不少朋友说过,很多机构

在吸引海外人才回国的时候都许下了美好的承诺,但是一旦回

国成为他的正式员工后,很多原先的承诺都成为了泡影,而此时

再反悔也来不及了。 “如果国内企业真能解决好上述三个问

题,相信很多海外的人才还是非常愿意回国发展的。因为,毕竟

大家的根还是在中国。”Young坦诚地说。 编辑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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