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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联招聘发布《2018 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

际影响力的逐步提升，留学生回国发展
正在成为主流，高层次人才回流趋势愈
发明显。教育部数据显示，2017 年我
国留学人员回国人数达到 48.09 万人，
其中获得硕博研究生学历及博士后出站
人 员 22.74 万；1978 年 至 2017 年 底
有共计 313.20 万名留学生在完成学业
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留学生
人数的 83.73%。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教
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个领域做出
突出贡献，成为新时代我国国际人才队
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智联招聘今日公布“2018 年中国
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海
归群体生源地占比超过 5% 的省市有北
京、广东、山东、辽宁、江苏、河北，
海归群体的生源地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
区域，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人口规
模上来看，这些省市较中西部地区仍具
有一定优势。

从海归群体的现居住地来看，北京、
上海、广东是省市间海归人才竞争中的
受益者，海归群体迁入数量分别占海归
群体总量的 12%、8% 和 6%。从增幅
上来看则更加明显，北京、上海和广东
海归群体净增幅分别为 141%、278%
和 72%。

海归群体 在国内就 业方面 存在

的优势主要包括“语言及跨文化沟通

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和“生活

适应能力强，更加独立”，此外，也

有受访者认为海归的就业优势还包括

“批判性思考能力强”、“更了解海外

市场，容易在海外市场建立品牌或分

销渠道”、“更具创新能力”等。在海

归群体于国内就业的劣势方面，调查

结果显示“不了解国内的就业形势和

企业需求”是主要原因。

留学成本回收方面，35% 的海归

认为 4-6 年可以收回留学的经济成

本，29% 的海归认为 1-3 年可收回成

本，认为需要 7-10 年或 10 年以上收

回成本的海归均有 16%，而认为 1 年

以下能收回成本的仅占 5%。但在北

京、上海、深圳等城市，高工资使得

留学经济成本回收更高，但由于房价

等原因，又使得海归经济压力增大。

金融业超过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再次成为海归就业中

最主要的行业领域，私营 / 民营企业

是吸纳海归就业的最大载体。经营管

理类 / 贸易销售类和计算机与互联网

类岗位是男性海归的主要选择，而女

性海归更多的倾向于行政与人力资源

管理类 / 公关与市场营销类和贸易销

售类岗位；就业于普通岗位的海归占

比近六成。

在 海 归 的 税 前 月 收 入 分 布 情

况 中， 近 七 成 海 归 税 前 月 收 入

在 6000 元 以 上。 但 从 单 项 对 比

来 看，6000 元 及 以 下 群 体 占 比 最

高， 为 33%。 收 入 在 6000 元 以 上

的 海 归 群 体 中，6001-8000 元 群 体

占 比 25%，8001-10000 元 群 体 占

比 15%，10001-15000 元 群 体 占 比

15%，15000 元 以 上群 体占比 12%。

从性别来看，税前月收入在 8000 元

及以下的女性占比高于男性，税前

月收入在 8001-10000 元的女性占比

低 于男性，税前月收 入在 10000 元

以上的占比则没有显著差 别。相比

2017 年，海归税前月收入在 6000 元

以下的比例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2017

年 为 48%）， 同 时，6001-8000 元、

8001-10000 元区间均增加了 2 个百分

点，10001-20000 元区间增幅高达 7

个百分点，海归薪资待遇有所提升。

就业于普通岗位的海归占比近六成

61% 的海归群体在回国后并未发

生迁移，而是更多地回到自己的家乡

发展。其他迁移的海归人群中，有

13% 的海归迁往北京，8% 的海归群

体迁往上海，7% 的海归群体迁往广

东（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等城市）。

从迁入广东的省市分布来看，湖南、

广西、湖北、福建、江苏、江西等省

市是主要的输送省份。其中，湖南、

广西和湖北占非广东生源海归群体迁

入广东总量比例的前三位。

 “经济发展快”、“国际化程度高”、

“具有多元文化，包容性强”、“产业

基础好”为海归群体最为关注的城市

要素。

61%的海归群体更愿回乡发展

海归群体在国内发展的优劣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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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梅基地开出兰花经济：她有“立体智慧”

在通道侗族自治县，提起吴宏燕，人们总会

说，她种的兰花很不错。“但其实我一开始是种杨

梅的。”8 月 29 日，湖南红艳兰花园艺有限公司负

责人吴宏燕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她于 2002

年 12 月创办了杨梅基地，经过十来年的发展，通

过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杨梅基地发展壮大

了，“一年能赚几十万元”。

但是杨梅的季节性很强，每年较忙的时间就

一个月左右。2010 年，吴宏燕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中接触到“立体农业”的概念，便在杨梅树间试

着套种了兰花。没想到，这一大胆的尝试，反倒

让兰花种植成了她的主业。

“选择套种兰花，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兰花。”

吴宏燕说，当时套种的兰花大多是在杨梅采摘的

时候开花。兰花香引来了很多客人观赏。但更让吴

宏燕惊奇的是：“有些从广东、广西过来的客人本来

是采摘杨梅的，结果不买杨梅了，主动提出要买我

的兰花，出价 100 元 / 盆，比杨梅的价格还高。”

客人的选择，让吴宏燕起了心思，开始上网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供图：受访者

近段时间，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吴
宏燕特别开心——原本 10 月开花的寒兰经
过科技攻关，夏天也开花了；基地发展备受
关注，来参观考察的人络绎不绝；参加湖南
省首届巾帼创业创新大赛进入了复赛……

树品牌，兰花飘洋过海

基地里，兰花“艳压”杨梅

查询和找人了解情况。她发现，国内外兰花需求

量大，且利润可观，一亩兰花一年投入 10 万元，

产出可达 20 万元。中国每年出口韩国、日本及

东南亚市场的商品兰供不应求，兰花的市场和发

展前景广阔。

“通道县空气湿度大，适合兰花生长。”吴宏

燕告诉记者， 种兰花比种杨梅有不少优势，“兰

花四季都有，每个季节都可以卖；都是现金交易，

不存在赊账。”

2014 年，吴宏燕开始把兰花作为单独的产业

进行发展。

吴宏燕坚定种兰花的信心，

还因为她种的兰花获得了 2013

中国中部（湖南）国际农博会“金

奖”。

“当时县里有关部门要我去

参展，我开始不好意思，因为

别人都是带的农产品，只有我

带的是一盆盆的花。”吴宏燕回

忆，“到农博会现场参评时，评

委直接 把我的花 放 到了后面，

让我心里一凉。”但结果却是让

吴宏燕大吃一惊：她的兰花捧

回了“金奖”。原来，评委们早

就相中了她的兰花，而且她带的

二十多盆兰花摆在展厅里，整

个大厅都是兰花香味。

 信心大增的吴宏燕加入了

兰花协会，也得到了县里相关部

门的支持，认识了很多专家、学

者。比如，李丽辉作为通道县

科技特派员，成为红艳兰花园

艺的“常客”，从兰花的播种到

发芽育苗，都能看到李丽辉的

身影。今 年 7 月，在李丽辉的

帮助下，原本 10 月开花的寒兰，

在夏天开花了。“两年前得知通

道气候适宜寒兰成长，我们开

始致力于新品种的研发。”吴宏

燕介绍，种兰花也曾走过弯路，

当时她想到长沙拓宽市场，“谁

知在长沙选的基地种出来的兰

花品质离自己的要求有点远，只

好安心扎根通道”。

如今，吴宏燕已建成兰花种

植基地约 100 亩，兰花培育大棚

50 个，总投资达 1000 万元，培

育有寒兰、春兰、四季兰、墨兰、

惠兰等 40 余个品种，年产兰花

20 余万盆。其中，公司培育的寒

兰得到了中国寒兰研究会的赞赏

及肯定，被授予“中国寒兰原生

种栽培基地”。“全国只有 7 家基

地获此殊荣。”吴宏燕自豪地说。

而且，吴宏燕已与广州、韩

国等地的商家签订了兰花销售意

向合同书。目前，每年出口的兰

花在 5 万盆左右。

“我开了兰花培训班，与妇

联一起提供免费培训，让愿意

在家做事的妇女种兰花，然后由

我们公司回收。” 吴宏燕说，她

更大的梦想是带领周边村民一

起致富，把兰花产业做大做强，

打造湖南首个兰花出口基地。

▲兰花给吴宏燕开出了一个
新的未来。

    扫一扫，为创新
创业女性点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