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
国际人才蓝皮书调查显示，海归
从事的岗位以销售、市场类和研
发类为主。其中，销售、市场类
岗位的占 33.5%，研发类岗位的
占 24.2%，从事行政工作的海归
占 17.7%，从事生产运营、人事
管理和财务管理等职位的分别占
7.1%、6.8%、6.4%。

虽然海归就业岗位以基层为

主，但多数海归认为自己的岗位
在组织中具有重要作用，反映出
海归对最终就业的认可。根据智
联招聘的数据显示，有 64.1% 的
海归认为自己的岗位在组织中的
地位重要，其中有 48.8% 的海归
认为“重 要”，有 15.3% 的 海归
认为“非常重要”。

智联招聘首席人力资源专家
郝健表示，从现在情况来看海归

就业还是相对“拥挤”，这容易
导致海归就业市场“错位”现象
的出现。海归在选择工作的时候
可能会根据以往选择习惯集中在
特殊城市、企业和行业，但是随
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更
多不错的平台也需要他们，比如
中小企业，二三线城市。海归就
业还应当更加客观理性。

86% 的海归在半年内能找到工作
近半成海归认为收回留学成本需 5 年 
——数据来源：《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国际人才蓝皮书

近年来，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和亚非拉国家的发展，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人才逐渐由工业化国家向亚非拉等国家回归，“人才回流”
成为当前国际人才流动的新景观。

近日，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社科学文献出版社与国内著名人力资源机构智联招聘（www.zhaopin.com）联合编辑出版《中国海归发展报告
（2013）》国际人才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正式发布。蓝皮书在海归人数大幅度增加的前提下，探讨真正高层次海归国际人才的回流时间表与海归
创业的现状，就中国留学人员回流的新趋势进行了客观而细微化的分解与研判。

90.9% 的留学生因不想远离父母而回国，
86% 的海归在半年内能找到工作

蓝皮书认为：家庭团聚原因是留
学生回国的主要原因。其中有 90.9%
的留学生因为不想远离父母而回国，
78.4% 的留学生因为对国内职业发展
有信心而回国，66.7% 因为可以享受
更好的文化生活而回国。

不同年龄的海归，由于出国和回
国时代背景不同、思想观念存在差异
等，回国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总体来说，
50 年代及以前的出生的海归，多为公
派留学，其回国原因主要是履行回国
服务的义务；60 年代、70 年代出生的
海归，多看重国内职业和市场发展机
遇，回国原因以职业发展为主；80 年代、
90 年代出生的年轻海归，大多数为独
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留学生和家
庭之间相互依赖程度都比较高，家庭
生活原因是其最主要的回国原因。

蓝皮书经调查分析还发现，海归
回国的最大顾虑是政策制度障碍。有
55.9%、50.5% 的人非常同意国内政策
的限制太多、国内法制环境不够完善
是回国最大障碍。另外，家庭生活障
碍和社会文化障碍是海归较为认同

的顾虑，尤其是子女教育无法保障及
国内是人情社会，关系复杂，分别有
42.8%、43.4% 的人非常同意这两项。

蓝皮书数据显示： 86% 的海归
能在 6 个月内找到工作，多数海归并
没有变成“海带（待）”或“海参（剩）”。

通过智联招聘的调研数据显示，
海归回国后 3 个月内找到工作的占
65.3%，在回国后 3 ～ 6 个月内找到
工作的占 21.0%，在回国后 6 ～12 个
月找到工作的占 8.2%，1 年以上才找
到工作的占 5.5%。结合海归在国外
所学的专业以及国内就业热门专业
来看，海归所学专业主要以金融、经
济、管理、工程学等为主，而这些专
业在国内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用人需
求量大，就业难度较低。

智联招聘首席人力资源专家郝
建表示，尽管多数海归因为家庭原
因回国，但他们自身的优势还是不可
忽略，尤其在近两年国际国内经济形
势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稳定增长的经
济形势给海外留学生提供了很多发展
平台和发展机会。

56.5% 的海归坚持认为留学划算，
近半成海归认为收回留学成本需 5 年 

多数海归认为留学划算，但收回
成本需要较长时间。回国就业的海归
中有半数以上认为留学是划算的，其
中21.1%的海归认为出国留学“很划算”；
35.4% 的海归认为“划算”。海归创造力、
跨学科交流和创新思维的培养方面获
得的收益更多，80% 以上的海归认为
自身的学识水平高于同行人士。

但是，海归的含金量也在缩水，
调查也显示，77.5% 的海归都表示实
际薪资比理想薪资低，仅 1.8% 的海
归表示实际薪资高于自己的期望值。

《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国

际人才蓝皮书调查也发现海归收回
留学成本时间较长。48.8% 的就业型
海归需要花 5 年时间或者更长的时间
收回留学成本，11.1% 的海归认为需
要花费 4 年时间收回留学成本，只有
11.1% 的海归认为 1 年即可收回成本。

 对此，智联招聘人力资源专家
建议海归：作为职场新人，选择一个
好的发展平台和职业规划要远比一
份高收入的 OFFER 重要的多。尽管
多数海归需要 5 年收回成本，但在
正确的职业规划下，5 年后的职业前
景将会是相当可观。

海归就业四大关键词
——选择“北上广”、就业“高精尖”、1/4 进“外企”、职业“销售、市场、研发”

最新出版的《中国海归发展报告 2013》国际人才蓝皮书，反映了我国海归发展的最新情况，梳理并分
析了我国最新的留学人员回国政策和环境。蓝皮书综述了世界人才回流的背景和现状特点，总结了新时期
中国海归回国发展现状、特点及原因，提出了中国人才回流的新问题和新趋势，并概况了 2012 年海归群体
发展现状的调查结果。

一、海归回国就业覆盖 15 个省市 北京、上海、广州为主
《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

国际人才蓝皮书指出，海归回国
就业地区覆盖 15 个省市，主要集
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
山东等发达省市。其中，有 41.6%
的海归在北京就业，14.2% 的海
归在上海就业，8.7% 的海归在广
东就业，分别有 6.4%、5.3%、5.2%
的海归在江苏、浙江和山东就业，
这六个省市集聚了81.4% 的海归。

二、海归回国行业选择领域“高、精、尖”
智联招聘《中国海归发展报

告（2013）》国际人才蓝皮书发现，
金融及相关服务业是海归就业
最多的行业，有 48.5% 的海归
进 入 金融 及相关 服务业 工作。
按人数比例从高到低，其他吸
纳海归就业较多的行业包括教
育、科 研（9.1%），新一 代电子
信息技术（8.7%），文化创意产业

（7.4%），生物工程或医药（7.4%），
新能源、新材料（7.0%），政 府
和公共事业（6.9%）。

 金融行业的行业特点决定
了其对海归的集聚程度。统计数
据显示，在世界上的国际金融中
心城市中，10％以上的人口从事
金融业，而我国目前最大的金融
城市上海却只有 1％的比率。国

三、海归就业首选“外企”  看重薪酬、福利与职业发展

智联招聘《中国海归发展报
告（2013）》国际人才蓝皮书调查
分析表明，外资企业是海归回国
就业的首选，超过 1/4 的海归选
择进入外企就业。对海归而言，
由于教育环境、国外的工作环境
与外企的工作环境更接近，所以
他们更青睐。据调查，薪酬、职
业发展和福利已成为影响高端人
才流动的前三大因素，外资企业
的薪酬、职业发展空间和福利等
三部分综合来说较高，这也是海

四、海归从事岗位以“销售、市场、研发”三大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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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规划：基于智联招聘“中国海归发展调查 2013”调研数据库的数据监测统计分析
数据来源 ：《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国际人才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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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规划：基于智联招聘“中国海归发展调查 2013”调研数据库的数据监测统计分析
数据来源 ：《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国际人才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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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规划：基于智联招聘“中国海归发展调查 2013”调研数据库的数据监测统计分析
数据来源 ：《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国际人才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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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金融中心纽约拥有 77 万金融
人才，香港则有 33 万金融人才，
而上海只有 10 余万。按照目前上
海 1700 万的人口规模计算，未来
15 年内，金融人才每年的需求增
量应该在 10 万人左右。金融行业
一直被认为是收入高、福利好的
行业，被视为求职者眼中的黄金

行业。金融业的国际化发展，必
将带来金融人才的需求扩大。外
资银行招纳我国高级金融人才已
经成为其进行人才储备的一项重
要战略。有关专家指出，国际金
融企业中高端人才缺口有近万人，
且将目标瞄准了国内银行、证券、
基金、保险等领域的业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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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规划：基于智联招聘“中国海归发展调查 2013”调研数据库的数据监测统计分析
数据来源 ：《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国际人才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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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选择外资企业的原因。按照人
数比例，其他吸纳海归就业较多
的单位类型包括本土创办的民营

企业（22.8%）、事业单位（15.1%）、
国有企业（9.9%）、海归创办的民
营企业（5.0%）及政府部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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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规划：基于智联招聘“中国海归发展调查 2013”调研数据库的数据监测统计分析
数据来源 ：《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国际人才蓝皮书

10.0%

5.0%
3.0%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海归创业民营企业 政府部门

2013年11月12日
电话：0731-82333686B04 生活·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