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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环不再，海归默认低调就业
■ 海归看自己

小海归

一再自降求职标准

海归求职普遍已无优势

今年 6 月，经过几个月的奔波，拥有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硕士文凭的张玲
终于进入北京一家国企从事咨询工作，
成为公司里为数不多的海归之一，但她
在公司里表现得非常低调。“像我这样
从国外回来的应届毕业生与国内读大
学的求职者相比，其实并没有太大优
势，因此我也没有太高的要求。但很多
人还是习惯性地给我们贴标签，认为我
们眼光高。”

而智联招聘近日发布的《海归就业
报告》显示，超过七成的企业 HR 或管理
人士表示不会优先录用海归。不少知名
企业的 HR 表示他们在招聘时会采用统
一标准，根据岗位需求挑选合适的人。
有HR甚至说，即使两个求职者条件差不
多，也不会因为其中一人有留学经历而
优先考虑。

另据启德教育集团国际教育研究
院发布的《2011 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
显示，海归的起薪一般在 3000 元左右，
薪 金 在 3000-10000 元 的 占 受 访 人 群
71%，他们之中，有 58%的受访者的工作
职位是普通员工；月薪上万的人只有
15%，这部分海归一般在企业或机构中
担任主管、经理级别的职务；而真正的
高薪人群更是少之又少，仅有 6%左右的
受访者是企业主、合伙人或公司 CEO 等
高管。

同时，只有 47.69%的海归有明确的
职场规划，而超过一半的人(55.15%)认为

“高不成，低不就”的模糊定位是海归就
业的最大障碍。职场专家指出，海归就
业最重要的是调整心态。

智联招聘人力资源总监高煜东说，
从调查来看很多海归都倾向于找外企
和知名大公司，最关注薪酬福利和发展
空间，但他们中的很多人能力和工作经
验很有限的，并不能满足所期望层次
的要求。

“大海归”仍是职场精英

“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过半数的
海归有在海外 1-3 年的工作经验，或
是在出国前曾有 3-5 年的工作经历，
这部分被称为‘大海归’，他们往往在
国外生活了较长时间；另有近一半海
归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学成即归国，
甚至在国内也未工作过，这部分被
划分为‘小海归’。”

启德教育国际教育研究院人力
资源专家解释，“‘大海归’是就业市
场上极具竞争力的人群，他们占据
了职场金字塔的顶端，不仅是国
内急需的人才，也是国内外企业
争 夺 的 对 象 。 月 薪 在
10000-30000元甚至在 30000元以
上的那部分受访人群，确实是实
至名归的‘大海归’。而‘ 小 海
归’虽然在语言及跨
文化背景的知识结
构 上 有 一 定 优
势，但由于缺乏
工作经验，在就业
市场上的竞争力仅
与国内应届毕业生
类似。”

但科锐国际高科
技行业资深顾问黄隽也
指出，即使是偏中高端的
海归人才，现在的就业优
势相比前几年也弱了一
些。因为目前国内的人
才国际化程度越来越
高，国际化人才资源也越来
越丰富。而且这部分海归人才总体来讲
期望值偏高，职业定位偏差较大，因此找
工作的挑战性也比较大。

●赵婷婷，大学本科在国内读英语专业，
后赴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学习人力资源管理，
硕士毕业后在天津某知名民企工作

在读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出国读
商科，开阔一下视野，但很多商科专业都需要专
业背景，最后，我申请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这
个课程最好的地方是，与实习结合多，课余我们
都会去一家慈善组织完成与人力资源相关的项
目，通过实习也锻炼了我的团队合作和沟通能
力。这段实习经历丰富了我的简历，也是面试
时各公司最感兴趣的地方。

回国前，我周围的人都说海归在国内挺好
找工作的，硕士的待遇也挺高。但回国后，我才
发现并不容易。很多公司提供的是咨询类岗
位，比如留学咨询等，而我不想放弃人力资源专
业，此外海归硕士与国内硕士在薪酬方面差不
多，也就每月四五千元，好的七八千元。了解了
实际情况后，加之我没有工作经验，也就降低了
自己的期望值。

最后我只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工作要与人
力资源相关，二是月薪不能低于 4000 元。但即
使这样在北京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不得
已最终来到了天津。我的经历表明，没有工作
经验的海归还是不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的。

大海归

对国内就业期望值低
●王先生，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本科专业毕

业后在国内工作，1990年赴美范德堡大学和得克
萨斯理工大学分别攻读社会心理学和MBA，此后
在美工作十几年，2010年回国先后在 IBM、戴尔
担任高层管理职位。

我是因为要照顾父母而回国的，回国前我已
经知道国内公司提供的薪酬肯定不能和美国相
比，所以很多公司还是靠职位来吸引人，但海归人
才的视野往往开阔，有远见，有时候反而会引来别
人的嫉妒，而且以 IT 行业来讲，美国的技术可能
比国内超前五到十年。我本身从事的是 IT 咨询
工作，但我的技能在国内还不是很需要。所以我
对在国内找工作的期望值本来就很低。

此外，我想很多在国外工作多年的海归回国
工作总会有些不适应，即使国内的 IBM、戴尔这样
的外企，与美国公司的发展大方向是一样的，但具
体做事还是很中国化，比如它们的等级观念非常
强，在国外上级和下级只是一个职业问题，大家在
一起依旧可以互相开玩笑。在生活上更需要一个
适应期。我认为如果这样的海归能在一个公司熬
过三个月，他应该就能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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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认为，即使是偏中高端的海归人才，现在的就业优势相
比前几年也弱了一些。而这部分海归人才总体期望值偏高，职
业定位偏差较大，因此找工作挑战性也较大。

我觉得作为一个海归，
我与在国内读书的人比，最大
的优势就在于我的思考方式和
对待事物的态度。我对待事情
的态度更乐观，这就使我有
了快速向上发展的潜力。

——冯哲，新加坡海归

像我这样从国外回来
的应届毕业生与国内读大
学的求职者相比，其实并没
有太大优势，因此我也没有
太高的要求。

——张玲，美国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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