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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留学选择什么专业，回国比较吃香
对于国外留学，陈林认为选择的学校和专业很重

要：“每个国家都有相对比较好的专业学科，比如国内
的数学专业学科。如果去国外留学，还是选国外比国内
有相对优势的大学和专业。”

调查报告显示，在就职行业方面，位居前5名的依
次为IT/通信/电子/互联网、金融业、文体教育/工艺美
术、贸易/批发/零售/租赁业/快速消费品/耐用消费品、
汽车/生产/加工/制造，占比分别为 15.5%、14.6%、
9.9%、9.4%、9%。

IT/通信/电子/互联网以及金融行业的人才缺口
大，行业发展前景较好。此外，行业内高薪职位较多，
自然会吸引海归的目光。但与此同时，这两个行业的竞
争指数高，工作压力大也是不争的事实。建议广大海归
能够根据自身专业及特长，选择适合自己的行业，避免
一窝蜂扎堆到热门行业中。

2.留学生做什么实习最有价值？
“专业具有竞争力是一方面。”李雪鸽认为，“实习

经历也很重要，我从本科时就有固定的实习，去过券
商、银行，建议学弟学妹多做暑期实习，丰富你的简
历，挑选知名企业实习可以为你的简历增添亮点。”

3.回国就业前哪些需要早做准备？
宁波普瑞均胜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胡则

表示，在面试当中，也有不少海归薪资要求很高，表示
去国外求学花费四五十万，着急想要高薪，导致眼高手
低，就业困难。

对此，胡则给出如下建议：“第一，摆正心态，警
惕海归就比国内学生高一等的沾沾自喜的心态；第二，
正视自己的优势，理清自己的求职方向并明确求职规
划。国内更早学习求职技巧等培训辅导，而海外留学生
这方面接触的比较少，建议多关注国内的求职培训，及
早适应国内的招聘节奏。”

作为有经验的学长，胡辉认为学历认证环节也需要
重视一下：“绝大多数企业是需要学历认证的，有些公
司会等你认证，有些等不了你，因为这样的原因错过
OFFER不值得，所以一定要提早进行办理。因为证件
齐全至少也要一个月。”

留学生回甬就业，错过校招后怎么办？

又是一年春招会，不少回国就业的留学生们也进入了招聘市场。
从智联招聘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

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了解到，教育部数据显示2017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
达795万人，相比2016年（765万）增加30万人。此外，据2017年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工
作部际联席会议公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65.11万人，仅
2016年就有43.25万留学生毕业回国，新增海归人数超过高校毕业生增量。

逐年上升的海归人数，使海归们不得不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记者找到了两位优秀
的回国留学生，分享他们回国求职的切身体会，并结合知名企业的金牌HR给即将回国
求职的留学生们提供一些干货建议。

胡辉坦言在回国找工作时也经历过一段“迷茫
期”。

2015年11月，胡辉回国。由于不了解校招流程，
错过不少名企的9月份秋招。在历时3个月的求职过程
中，他觉得这段等待有些焦虑。

在求职期间，不少人事会戴有色眼镜看待“海
归”，胡辉说：“HR经常会问‘你是留学生，是不是花
了家里很多钱？’”甚至有一家勘察设计单位开出了
2000多元的月薪，让胡辉感觉“很受伤”。

一方面他及时调整了自己的求职心态，放下留学
归国就比本土应届生高人一等的心态；另一方面，他
尽快熟悉国内的就业市场，没有进行盲目的海投，而
是对宁波的建筑业和机械业两大行业的名企进行定向
了解后，寻找合适的岗位，进行简历的投递。

“国外留学带给我最大的改变是社交能力的提
升。”胡辉说：“原先我在国内读土木工程专业时候，是
个非常典型的土木男，虽然专业强势，但很内向。但国外
的经历，令学习能力、自理能力有显著提升外，还使我融
入了国际交流方式，提高了沟通能力。所以专业能力相
同的情况下，我的专业表达能力更好。”

找准自己的职业竞争力之后，胡辉凭着出色的语
言能力和专业能力拿到了几个OFFER，最终选择去了
一家宁波的机械类公司。但由于前期的职业探索不
足，胡辉表示第一份工作在选择上留有“遗憾”。但他
觉得既然选择了，就应该去努力和坚持。通过一年的
工作经验积累，最终他成功跳槽至宁波建工。

“英国留学分两个毕业时间段，7月左右和1月左
右。”李雪鸽是2013年8月回国的，为了赶上当年的秋
招，她提前做了求职准备。

“因为金融行业的校招有一个应届生的节点，这就是
为什么很多学弟学妹跟我说，我明明符合资格，简历一
关就石沉大海的原因——他们错过了校招。对于应届毕
业生来说，社招不具优势，所以一定不要错过校招。”李
雪鸽解释。

关于校招如何准备，李雪鸽颇有心得。其实国外的学
习和国内校招并不完全匹配。“国外公司招聘以多轮面试
为主，而国内的笔试则涉及政治、行测、情商测试等。”

“其实我在大四的时候，在出国和就业的选择上犹豫
过。”李雪鸽说自己当时听过几场企业的招聘宣讲会，留
意了国内的企业校招流程。“大企业招聘前都会有一个预
热的过程。我会提前关注企业官方公众号发布的一些信
息。另外，名企一定会有高手分享笔试和面试经验，这
也是可以利用的资源。”

无论校招还是网申，写简历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特别要注意国内外简历的差异。李雪鸽说：“国外写简历
相对可以随意发挥，甚至不需要放照片。但在国内找工
作，却基本是要放照片的。国外不需要写籍贯，你在国
内本地找工作，写上籍贯，还是个加分项。”

与此同时，李雪鸽认为还要详细了解笔试以及面试
的形式：“单独面试和群体面试的准备是不一样的。笔试
也应该提早做些准备，那样可能在心态上更从容一点。”

李雪鸽说当时有拿到保底的OFFER，所以找工作的
心态更好。“可以去冲击比保底OFFER更好的工作。”经过
不断权衡，李雪鸽选择了宁波银行，成为该公司的一员。

《调查报告》显示，海归初次就业的工资分
布中，6000元及以下的占比最大，为44.8%，
6001-8000元的占比22.7%，8000-10000元、
10001-20000 元的分别占比 13.0%和 13.7%。
20001元及以上的占比仅为5.8%。近半数海归初
次就业税后月收入低于6000元。

海归被问及实际工作收入与个人期望是否一
致时，认为高于期望的仅为1%，认为基本符合
的占比 30.1%，认为远低于期望工资的占比
68.9%。

海归就业之路虽不如留学生想象中的一帆风
顺，但仍有部分海归找到了令自己满意的工作。
根据《调查报告》，就海归就业优势方面而言，
在国际视野、语言优势、跨文化沟通能力方面具
有优势的调查比例分别为 85.9%、 82.2%、
79.5%。

韵升集团总裁助理陈林认为海归的语言能力
可能会强一些，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可能
会与国内的学生不一样：“团队里有这样一个人
在，或许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系统性地解决问题。”

此外，部分特殊岗位也会看重文化经历，陈
林说：“像之前我们收购了一家日本的企业，招
聘日本海归主要看重的是他在日本的海外经历，
能给企业带来跨文化交际上的优势。”

对于金融行业来说，宁波银行人力资源部总
经理助理沈佳认为海归如果有在国际大型集团工
作的经验会更吃香，他说：“比如投资交易领
域，国外相对来说比国内更加成熟，如果有这方
面工作经验，求职时会更有优势。”

宁波普瑞均胜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
监胡则认为，在一些技术领域，比如IT、汽车等
行业，国外技术发展相较国内在一定程度更领先
一些，这些人才在国内人力资源市场属于稀缺人
才，如果再加上海外工作经验就更锦上添花了。
胡则说：“在国外工作过十几年的资深工程师，
这样的人才可遇而不可求。”

宁波建工人力资源经理林烨认为，海归的核
心竞争力在于相对开阔的国际视野，如果有海外
的工程项目经验，在招聘海外项目人员时，此类
人才会更受青睐。

半数海归初次就业月薪低于6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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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辉

李
雪
鸽

本科 浙江科技学院：土木工程专业
硕士 巴黎第六大学：计算固体力学专业
现就职：宁波建工 工程技术中心任职BIM工程师

经历迷茫期
后期锁定行业名企定向了解

本科 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商务与管理专业
硕士 埃克塞特大学：金融管理专业
现就职：宁波银行 人力资源部

早作打算
先拿到保底的OFFER再冲击

调查报告显示，在海归就业劣势方面，调查结果显示主要
在于：不了解国内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回国错过校招季；不
适应国内人情社会，难以获得发展机会；海投效率低下；不熟
悉国内市场环境，占比分别为 65.9%、 46.6%、 45.3%、
44.7%、41%。

“国内学生走出校门进入职场尚且有个适应的过程，留学生
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李雪鸽了解到，身边的朋友如果本科就
在国外读的，对国内的就业情况会相对陌生：“这一类因为离开
国内时间比较长，情况可能情况更复杂，找工作会有一段空窗
期。他们多数会选择一边实习熟悉国内的就业情况，一边找心
仪的工作。”

胡辉坦言国内外的工作环境存在一定差异，需要时间适
应：“国外职场沟通更加直白，国内相对来说讲究语言技巧，甚
至国内的说话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你做事的结果。”

海归就业，这5个方面存在劣势

各行企业看待海归趋于理性

“过去海归大多都是公派留学，属于精英化留学，所以海归的起
薪较高”，林烨说，“但现在海归虽然也不乏有优秀的留学生，但自费
留学生中也有不乏学业基础不佳的人，出国‘镀金’，起薪和国内人
才基本趋同。”

近年来海归慢慢褪去“光环”的现象，林烨认为也是市场对于海
归人员趋于理性的表现，用人单位不再盲从海归，而是客观判断海归
有否超越同侪的实力，岗位薪酬根据海归所能带来实际价值而定。

海归没有特别的待遇，都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林烨说：“比如
正常从国外留学回来的留学生，其实和国内优秀院校毕业的应届生拥
有一样的薪资标准。”

沈佳表示：“海归和非海归在薪酬上没有显著差异，我单位实行
同工同酬，遵循价值一致的原则，看员工能为企业创造多少价值。”

陈林也表示韵升集团对员工的薪酬是“统一”，对于有经验的海
外求职者，会根据他们的求职经历以及求职经历中所承担的工作职责
综合来定。陈林说：“有海外工作经验的优秀海归会比一般海归的薪
酬高出20%左右。”

胡则认为薪酬并不仅仅根据海归和非海归来分，还会根据院校以
及专业以及个人能力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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