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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旗下中高端

招聘平台智联卓聘近日在第十届中国留学人员创

新创业论坛上联合发布《2015 年中国海归就业与

创业报告》。该报告全面展示了近年来留学人员

留学国家、专业方向、花费、收获、发展趋势等，并

对留学人员回国原因以及就业、创业方向、状况等

进行了深入分析解读。

报告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

苗绿发布。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

耀，智联集团首席执行官、智联卓聘创始人郭盛出

席发布会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海归群体对留学价值持肯定态度

随着近年来留学人员数量的快速增长，海归

也日益增多，加上国内高校毕业生数量巨大，全球

经济放缓，海归群体面临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大。

相比较高的留学成本，留学效益成为人们关注的

焦点，围绕留学“划算”还是“不划算”的讨论成为

社会话题。调查显示，海归群体中，认为留学划算

的占 50.0%，不划算的占 20.2%，说不清和不方便回

答的分别占 22.1%、7.7%。

超过 65%的海归认为可在 5 年内收回留学经

济成本。认为 3-5 年收回经济成本的人数最多，

占 比 为 35.9% ，认 为 5-10 年 和 1-3 年 的 分 别 占

24.1%、22.5%，认为 10 年以上的占比 10.3%，认为一

年以内的仅占 7.2%。出国成本的收回时间与海归

人员的个人能力、就业单位性质、个人所在的岗

位、工作经验等因素密切相关。

海归社会融入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

报告指出，超过八成的海归回国后都能实现再

融入。渐渐地融入是主要类型，占 54.4%，较快融入

的占 32.7%，一直很难融入的占 12.9%，与 2013 年的

调查结果“半数以上的海归一直难以融入国内环

境”相比，海归的社会融入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在融入的方式上，以自然融入、生活方式的本

土化、自我心理调适、结交国内朋友为主，分别占

比为 58.7%、49.8%、46.7%、35.7%。参与国内社交

型/学术型/商务型活动、个人资本的跨国经营和

转 化 也 是 融 入 国 内 环 境 的 重 要 途 径，分 别 占 比

20.2%、7.3%。

海归就业扎堆金融

报告指出，海归回国就业地区主要集中在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中部和西部城

市，尤其是成都、西安、武汉等地对海归的吸引力

有所增加。

海归就业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在 海 归 就 业 的 前 十 大 产 业 中 ，金 融 业 最 多 ，为

14.3%，贸易/批发/零售业、房地产/建筑业、互联

网分别占 7.2%、6.9%、5.5%。新一代信息技术、文

化创意产业等占比较小。

76.5%的海归回国后有跳槽的经历，在跳槽的频

率方面，2年内跳槽的占主流，高达 39.5%。3-5年跳

槽的海归占28.8%，5年以上再跳槽的仅占8.2%。

期待政府更多创业支持

报告指出，海归创业领域主要集中在新生物

工程/新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贸易/批发/零售

业、高端装备制造、文化创意产业、其他服务业、节

能环保这几个领域。

在创业阶段，海归创业者最需要获得市场开

拓、金融服务、创业场所提供等方面的帮助。政

策需求方面，海归创业者更希望政府能够解决科

研资金申请、科研资金支持、政策落实等问题。

也有创业者表示政府应该在购买时优先选择海

归创业企业的高新技术及产品。约 41.7%的海归

人员则表示国家的政策很好，在执行过程中需要

贯彻落实。

提供良好环境让海归安心创新创业

此次调查自 2015 年 2 月启动，共收到 913 份有

效 问 卷 。 被 调 查 者 中 ，男 性 占 54.9% ，女 性 占

45.1%。调查对象以“80 后”和“90 后”海归为主。

海归留学的国家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加

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为主。

智联集团首席执行官、智联卓聘创始人郭盛

指出，从调研报告来看，海归的就业形势整体比较

乐观，有经验的海归最“值钱”，但是仍有 80%的海

归认为现有薪资水平低于预期。海归仍然需要时

间来适应国内就业和创业的环境，需要充分借助

社会力量积极开展文化、交流等活动，以更好地融

入中国社会。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认为，

海归拥有国际的人脉、国际的网络、国际的资本，

国际的视野，创业资源丰富，是中国新时期引进外

资的一种新方式。中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

是人才的竞争，海归群体是中国最好的人才库，中

国的海归政策还可以进一步改善和提升，中国需

要完善相关政策，让更多的海归安心回国创业，加

大创新的力度。 （毛 雯）

编者按：截至 2014 年底，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为 351.84 万人，留学

回国人数已达 180.96 万人，仅 2014 年一年就有 36.48 万人学成回国，

相当于 2001 年的 30 多倍，留学人员工作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成

为中央人才工作新的着力点。

海归面临哪些发展机遇、拥有哪些技能优势？“互联网+”为海归

创新创业带来哪些可能？政府如何为留学人员服务？新生代优秀

海归如何创新？可以预见的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中国

经济转型和保增长“双引擎”之一，“互联网+”创业潮不仅激发了无

数海归的激情梦想，也预示着一个崭新的海归创业时代正在到来。

■ 解秀婷

“今年将是海归创业无比火爆的一年。”《北美留学

生日报》主编林国宇说。

2014 年《中国留学生回国就业蓝皮书》显示，72.38%

的在外留学人员都表示学成以后要回国。截至今年年

初，海外归国留学人员的总数达到 180 万人，其中不少人

回国后选择了创业。伴随着“海归潮”的涌动，一大批海

归活跃在创业圈子，甚至玩起了“跨界”。在国家提倡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环境下，这些碰运气的年轻

人，还真“玩”出了几分味道。

英国海归回国卖肉

8 月 3 日，一篇名为《这次是真的！“90 后”海归回国

卖肉，全球招募合伙人》的报道引人关注。来自广东的

Donny、Wesley 和 Jim 均毕业于英国的大学，毕业后本应

进入大公司工作的他们，最近却在共同筹划一件事：怎

么把西班牙伊比利亚黑猪肉引入中国，并在电商平台上

销售。西班牙伊比利亚黑猪是一种珍贵的品种，其猪肉

被誉为“世界上最好吃的猪肉”。目前，只有 Wesley 的家

族与垄断西班牙伊比利亚黑猪肉 80%出口量的当地公

司签署了协议，并拿下了该公司产品在中国互联网的独

家销售权。

创业团队的三名核心成员都是偏商科背景，这对于

黑猪肉的国际采购、市场推广以及客户体验等工作的落

实多少能起到推动作用，但要真正打造一个生鲜电商品

牌对于他们而言，仍是一项很大的挑战。毕竟他们从事

电子商务的经验为零，更何况是跨境电子商务。而这一

次的跨界尝试，让他们尝到了初涉生鲜电商的甜头——

拿到了 500 万元的天使投资。

“跨界”必然意味着要接触以前从来没接触过的东

西。对于这个“90 后”创业团队来说，要独自建立一个电

商平台也绝非易事。在他们看来，“网络品牌要做好需

要 3 至 5 年的时间，不如寻找已经有平台的电商进行合

作”。最终他们选择“借力”拥有完备物流链条的广东品

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这一“避重就轻”的举措，或许能

让他们的“海归卖肉天团”发展得更快！

澳大利亚海归“烤饺子”

最近，一家特色饺子店在深圳市民的朋友圈被“刷

屏”，照片中饺子的皮五颜六色，馅更是中西结合，不仅

有传统的白菜瘦肉、韭菜虾仁，还有培根土豆泥、南瓜椰

蓉、麻婆豆腐等新的尝试。该饺子店叫“主饺”，坐落于

深圳南山区的保利文化广场，创始人是一位青年海归

——Mark Ma。

中餐烹调方式多样，其中包括蒸、炒、爆、煮、烤、煸、

煎、焖、炖、炸、煨、拌等方式，其中饺子以蒸、煮、煎三种

做法为主。至于“烤饺子”，算得上是中西餐结合的“混

血儿”。Mark 在国外呆了十几年，饮食习惯早已改变，

但作为一个东北人，对饺子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感情。

Mark 坦言，他在国外攻读的专业是计算机网络管

理，对于餐饮管理并不在行，因而在“主饺”筹备过程中

屡屡碰壁。但是他本人很乐观，“我是跨界创业，所以在

操作上可以打破传统餐饮行业的固有思维”。的确，近

几年来，月饼 等 中 式 餐 点 的 改 进 比 较 多，但 是 饺 子 还

是延续着以前的做法。“主饺”这次在面皮、馅料、做法

上的改进，为它带来了不少食客。在大众点评网上可

以找到顾客对它的评价：“ 饺子皮是用德国柏龙啤酒

的天然酵母低温发酵的，口感很好”、“ 这家店的成功

之 处 就 在 于 把 平 民 的 饺 子 高 级 化 ，可 是 却 不 会 带 来

‘坑爹’的感觉”。

谈及未来的发展愿景，Mark 希望把“主饺”做成连

锁品牌，将中国的传统餐饮推广到更多地方，“告诉全世

界，中餐是有文化的，我们也可以做出高效、标准化程度

很高的产品”。

加拿大海归经营“草根商学院”

2012 年初，在加拿大从事珠宝设计行业的梁嘉回国

后意外地发现，中国企业家有学习实战商业案例的强烈

需求。

梁嘉对目前市场上可学到商业知识的机构简单梳

理后分析出以下 3 种：商界大佬牵头的商学院、隶属于

各地高校的 MBA 或 EMBA 课程培训班、民间教育培训

机构（如总裁研修班、高级研修班等）。其中，高校和教

育培训机构所开设的课程侧重于传授“术”。换句话说，

这些课程更适合职业经理人，而不是老板。进入商界大

佬牵头筹办的商学院或许能学到“道”，然而门槛过高，

小微企业求学无门。正是瞄准这一缝隙市场，梁嘉与十

几位企业家于 2012 年年底共同成立了井田商学院——

一家专门服务于小微企业的“草根商学院”。

由于井田商学院有着精准的定位，因此吸引了不少

企业家。据悉，从 2012 年到 2015 年，在井田商学院学习

并将所学理念落地的企业不在少数，包括前些日子获得

全球知名投资集团柏泰集团投资的点通科技、以及目前

正在筹备上市的甘肃五谷种业。

作为一位珠宝设计专业出身的海归，要从零开始学

习商业知识，并建起一家中国本土的草根商学院实属不

易。井田商学院今日的发展都是梁嘉刚回国时始料未

及的。坊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我国中小企业的

平均寿命只有 3 年”。今年是井田商学院走过的第 2 个

年头，梁嘉也调侃自己“摊上大事儿了”：今年我国全面

进入 WTO、楼市泡沫、股票市场大起大落，受影响最大

的无非是小微企业。话虽如此，梁嘉坚信，风暴过后，市

场肯定会恢复平静。

有人或许会质疑，海归回国“卖猪肉”、“卖饺子”，或

者开个“草根商学院”是否大材小用？对于这个问题，曾

经有一篇名为《海龟与土鳖的创业故事》的文章刊登在

虎嗅网上，里面谈及，“做生意和创业是有很大的区别

的，你在路边开个包子店卖包子，每年赚点钱养活老婆

孩子，在老家盖个房子，这叫做生意；童启华的甘其食同

样卖包子，但在杭州开了 100 多家连锁店，把包子做成一

种文化这就叫创业”。换个角度看海归创业，或许就不

会有“大材小用”之论了。

对于一个初创型企业而言，创业前期会缺钱，发展

过程会缺人。也有人表示，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差，隐形

成本很高。诚然，创业过程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上

文中的三位海归创业，还要多面对一个难题：跨界。玩

跨界的结局，是磨合，还是碰撞？且留待时间去验证。

海归创业玩跨界 碰撞磨合真把式

2015 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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