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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中，在澳大利亚留学并留下工
作的施木瑶决定回国。 虽然挣得不算少，
文案相关的工作也不算太累，一年三四十
天的假期更是能让她来几个“说走就走的
旅行”，但是按她的话说，在澳大利亚总是
过着“多年如一日的中老年生活”，生活没
有新意，还是回国“有意思”。

然而，观望了半年的施木瑶至今没找
到合适的工作。“我一直在找北京的工作，
但是能接收我的公司，工资只相当于我在
澳大利亚的工资零头。我想去的地方动不
动就要求985高校毕业， 我在澳洲的学习
和工作经历人家还看不上呢。”

自2000年起，留学回国的人数开始急
剧增长。来自《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
2015》的统计显示，这15年间海归人数增
长了45倍， 共有79.87%留学生选择回国
发展。同时，海归就业也在不断增长的竞
争压力下被挤压，薪资过低、专业不对口、
工作满意度低等问题随之而来。

根据《2016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超过八成的海归认
为自己“学非所用”。另外，部分回国留学
人员薪资水平达不到期望值，约50%的硕
士生、67%的本科生以及约78%的专科生
薪资在5000元以下。海归人员对工作的满
意度水平整体偏低，“满意”及“非常满意”
的仅为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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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回国成“海带”
海归不再是“香饽饽”

海归变成了“海带”，留学真的
就是一个赔本的买卖吗？对此，不少
曾有过留学经历的人表示， 留学的
意义不仅是换来一个高薪工作和一
个海归的光环那么简单。

蒋恬恬如今的工作单位， 薪资
待遇和她的英国同学比起来“让人
有点尴尬”。但是对于那一年多的留
学经历， 她表示它的价值是不能用
自己现在的工作待遇衡量的。

“我真的很感谢父母可以让我
在20多岁的年纪有机会出国看看
不一样的世界， 这给了我人生更多
的可能性， 也让我有机会体验到在
国内感受不到的各种经历。”蒋恬恬
表示，从这一点来说，父母们是最伟
大的， 可以不计风险和回报地花一
大笔钱让自己的孩子出国深造。

“虽然最终我还是回国了，但是
我的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 这还不
是留学的价值吗？”蒋恬恬说。

说到底，“海带” 或许只是海归
心里迈不过去的一个坎。张楠认为，
“‘海带’的理由千千万，说服自己不
工作是很容易的，暂时的‘海带’是
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一直待着，要么
降低期待找个工作， 要么抓紧提高
自身能力。”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
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海带”群体的不断扩大，不仅
引起了网络舆论的关注，也让正在
海外求学的，以及即将出国留学的
学生心态发生了动荡。随着国内高
校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加上不少
学校开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很多
国内高校的毕业生同样具有海外
学习经历，这对海归来说，更是一
种冲击。

北京某高校硕士毕业生刘熙曾
经在考研还是留学这件事上纠结很
久，她告诉记者，由于本科时学习小
语种专业， 自己一直以来是打算出
国读研的。然而，这几年海归的就业
形势不太好， 自己也没有留在国外
长期生活的打算。 大三下学期，她
“悬崖勒马”决定考研。

“反正无论如何都是在国内就
业，衡量了一下，与其花家里几十
万元‘投资’留学这件事，不如好好
考研换个专业， 丰富自己的经历。
这样下来不仅省钱，有一个更具认
可度的国内名校学历，还能收获一
群志同道合的研究生老师和同
学。”刘熙说。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一路披荆斩棘、 从国
内飞到国外又一路“杀回来” 的海归变成了“海
带”？对此，不少留学生及专家告诉记者，不了解国
内就业形势是海归回国找工作时最大的“绊脚
石”。

《报告》显示，不熟悉国内就业形势是海归就
业的主要劣势，半数被调查者认为自己“不了解国
内的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以及“回国时间晚，错
过校招季”。

硕士毕业于英国某高校的丁诺就是这样一个
例子。就读金融专业的她总听周围的亲朋好友说，
在国外学这个专业回国最好找工作了。 在这一年
多的研究生生活中，忙于学习、旅游、参加各种活
动的她并没有过多关注国内的就业市场。

去年9月一毕业，丁诺赶紧回国，却发现自己
已经错过了机会，这让丁诺备受打击。在家人的帮
助下，丁诺赶紧进入一家银行开始实习，直到今年
3月，丁诺不断地网申、投简历、笔试、面试。

而对于毕业于法国某大学的徐薇来说， 自己
的提前规划让她没有错过回国工作的机会， 但她
却为此付出了很多。

“有一次我突然收到一家驻外机构在北京实
习的面试通知，于是我马上回国，光机票就花了两
万元，同学都觉得我疯了。”徐薇说。

这次疯狂的经历让徐薇得到了这个实习机
会，也让她顺利留在这个机构工作。然而，长期的
加班换来的只是一份不高的固定工资， 和在法国
两三年的学费加生活费相比，“不知何时才能把那
时花出去的学费挣回来”。

留学的价值
不能仅用薪资衡量

不出国同样可留学
冲击“海归派”

留学回国
满意度仅为33.2%

与国内脱节成“海带”的硬伤

“几十份简历石
沉大海”“留学一年月
薪缩水7000元”“海
归对工作满意度不足
40%” ……最近，关
于海归变“海带”的新
闻成为时下年轻人又
一个集中吐槽的话
题。 随着留学大军的
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
的海归开始涌入国内
就业市场。

然而，这些“含着
洋汤匙” 的海归却发
现， 由于不了解国内
的就业情况， 自己的
时间安排与国内招聘
流程不同步， 加上眼
光过于“挑剔”，沦为
“海带”已经成为海归
们不忍面对却不得不
接受的状态。 在这样
的形势下， 留学是否
仍是值得投资的“镀
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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