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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最近公布的一组全国人

才流动的大数据显示，2016

年 ，杭 州 人 才 净 流 入 高 达

8.9%，在全国范围遥遥领

先，排名第一，超过北上广。

杭州吸引的还不仅仅是

国内人才。去年底全球最大

的职场社交平台领英曾发布

过一份《中国留学生归国就

业趋势调查报告》，对平台上

100多万名中国大陆归国就

业留学生的公开信息进行深

度数据发掘后发现，近 5 年

来我国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就

业的人数正在逐年增加。杭

州、成都、南京等城市的海归

就 业 人 员 占 比 也 不 断 上

升。其中，杭州更是近 5 年

来对海归吸引力上升最快的

城市之一，无论是从绝对人

数和增长速度上均在非一线

城市里排名第一。

他们为什么回国，为什

么选择杭州？钱报记者进行

了调查。

杭州正成为新的造梦之城，去年人才净流入高达8.9%，排名全国第一

他们为什么放弃国外高薪、大房、安逸的生活，而选择回国重新开始

杭州，用什么在吸引海归

本报记者 詹丽华

“2012年我回国面试时，这股风潮还没那么明显，完全凭

感觉。”盛子夏在给中国留美学生做内部分享的时候讲起他第

一次见到当时阿里巴巴面试官胡晓明（现任阿里云总裁。记

者注）时的情景，脸上横七竖八地贴着五块创可贴，说都是玩

滑板摔的，接着跟打了鸡血似的开始跟他聊梦想、金融、数据、

信用、未来、世界⋯⋯从2000年复旦毕业后出国留学，辗转新

加坡、美国，其时盛子夏已经离开中国12年，而这位“破碎”的

面试官跟他印象中的面试官都那么不一样。“杭州面试结束

后，我立马飞回美国，辞职、卖房、卖车，回国。”

一开始，并不适应。在蚂蚁金服的工作节奏和方式与他

原本在 Discovered Card 完全不同。“无论是总监还是普通

员工，干起活来都跟CEO似的。”他形容自己，“每天身体累得

跟狗一样，但心是愉悦的。”

对像盛子夏这样在美国留学后又留美工作的年轻人来

说，中国这块熟悉的土地，现在已经能够提供梦想、面包、无限

的可能，全新的速度与高度，以及在美国一年也见不上几次的

家人。“为什么不回来追逐这个中国梦呢？”

梦想、面包、无限的可能梦想、面包、无限的可能

盛子夏无意中赶上了一波洄游潮。这波始于2013年，以

互联网IT精英为主的回国潮开启于中国移动互联网及创业井

喷初中期，以BATM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公司的业务场景以

及用户数量不仅开始遍布全球，且创下一个又一个世界第一。

1998年，余泉坐上飞往美国的航班，十几年后，辞掉工作

选择回国的她就引用了王小波的话——“这是我们的选择，不

见得对别人也适用。”

“在美国的时候，我常常在想，等我七八十岁，回忆往昔，

（现在过的）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她的答案是否定的。

对余泉来说，促使她回国的不是一条条反复权衡的理由，

也不仅仅是新的工作选择，而是一个人生的选择。“高薪、大

房、安逸的生活，当选择回国，我追求的就不是这些了。”

除了“梦想”，似乎没有更符合逻辑的答案。后来，她进了

阿里巴巴。

这是我们的选择，不见得对别人也适用

阿里巴巴内部有一个叫“大圣归来”的钉钉群，成员都是

海归，余泉是其中之一，李才伟也是。

20年前，李才伟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硕士，当年

30人的班级有25人赴美留学，他是其中之一。这个理工科学

霸1997年出国，以为自己不会回来了。但从2010年起，当时

就职于PayPal的他开始频频被中国企业委托的猎头公司试探

跳槽意愿。3年后，他终于决定回国。最让他困扰的不是工作

机会的选择，而是家庭的支持：妻子支持他回国，女儿却反对。

他不得不在杭州暂时独居，靠电话和视频聊慰思念。

余泉纠结的时间比较短。“最开始回来的时候也是一个

人，想先适应看看，实在不行再回去美国。”结果回国没两个

月，她就把全家都动员回来了，“实在太想女儿了，跟老公一商

量索性都回来。”

思念并不是唯一的理由。余泉说，女儿在美国出生，虽然

是 100%中国血统，却接受美国教育长大，在此之前她接触中

国文化的机会除了每年一次回国探亲就是每周两小时的中文

课。“有一天，她跟我说，妈妈你是中国人，我是美国人。才 5

岁的小毛头，不知道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这件事，在余泉心

里一直过不去。“我想让她在中国真正生活一段时间，这根儿

不能断掉。”

回国不到半年，女儿的中文已经说得很溜，最近余泉在考

虑给她转学，从国际学校转到一般的学校。“现在看起来，我回

国的目的基本都达到了，工作是痛并快乐着，端午、中秋、春节

等等传统节日都能跟父母家人一起过，女儿也不再拒绝传统

文化。回国，我不后悔。”

多年前，搜狐创始人张朝阳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回国时

说：“那时候在国内遇到的任何人，我觉得他们都活得那么

理直气壮，哪怕他们是在跟人吵架。”而在国外总给他一种

疲弱无力感，“我相信这是长期客居他乡给人造成的外在精

神缺憾。”

没有在国外生活、工作过的人大概很难理解那种“只可意

会不可言传”的缺憾感。曾经在美国生活了14年的丁国祥这

样形容重新回到祖国的感觉：“很踏实，飘着的人终于落地

了。”

客居他乡的人，终于落地了

去了又回，来了又走。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并不是

每一个回国的人都能重新适应已经阔别多年的祖国。

“不能说适应得很好，毕竟国内外生活环境上的差别还是

比较大。”徐贻芳回国后到了芝麻信用，他丈夫是法裔加拿大

人，“他特别理解不了，为什么排队的时候，后面人恨不得贴在

你身上，老问我这是为什么。其实这部分感受我跟他是一样

的，只不过，对我来说，现在工作比较重要，相对的其他细枝末

节就不那么重要了。”她也承认，如果丈夫完全适应不了国内

生活，强烈要求回美国，她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未来。

要不要走？过年前，Richard 一家曾专门为此开了一场

家庭会议。“回国是因为老同学的邀请，就回来了。原本我对

回国后的工作强度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没想到会忙成这样，一

天在公司的时间基本超过 15 个小时，也很难有完整的假期。

我有时也在想，为了我一个人，要整个家庭做出牺牲，是不是

值得。”

Richard 所在的这家创业公司，海归不多。“虽说老板是

老同学，但有些话反而说不出口，时间长了彼此多少有些尴

尬。”他说，他找老板兼老同学长谈了一次，彼此妥协的结果

是，“再试半年。”

徐贻芳的朋友里，已经有人重新登上了去美国的航班，亦如

当年，不同的是，这一次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再回来。“不是他们

不爱国，而是久居国外，他们已经很难再适应国内的生活。”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适应回国的生活

回国不仅仅是新

的工作选择，而是一

个人生的选择：高

薪、大房、安逸的生

活，当选择回国，我

追求的就不是这些

了⋯⋯

余泉说，现在

看起来，她回

国 的 目 的 基

本都达到了。

（被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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