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22月月2626日日（（星期日星期日））中  國  專  題A5 ■責任編輯：黃超然 ■版面設計：張景光

中國宜創業 掀海歸大潮
八成留學生選擇回歸「做成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在回國創業這件人生大事上，加拿大
「海歸」張極說：「我僅用3分鐘就拍板決
定了！」

實現理想 砸外國「鐵飯碗」
2009年，張極攜世界領先的「帶有活動
定位裝置的心臟瓣膜植入系統」技術回國做
了一場30分鐘的演示，國內企業家3小時後
作出了投資1,000萬的決定。當地政府大力
支持，相關部門一路綠燈……所有這些，
最終成就了高效的「3分鐘」。
當然，回國並不意味着一馬平川，機遇
與風險總是相伴相生。投身國內醫療器械產
學研後，張極很難按時更新國外行醫執照，
這意味着他丟掉了令全家衣食無憂的「鐵飯
碗」。
在國內，張極的月薪只相當於他在國外
做醫生 5天掙到的錢。有朋友說他「太
傻」、「簡直無法理解」，但他並不這麼
想。「我砸了『鐵飯碗』，但得到了回國創
業、實現理想的大好機會。」張極看好自己
的新技術投入量產和臨床的市場價值，「未
來的收益無可限量」。

回國發展 事業更上一層樓
與張極的毅然相比，李沛祥的回國經過

一番心理掙扎。20多年的打拚，他已在加
拿大生物材料研發領域開創一片天地，其創
辦的ABM公司被加拿大外交部推薦為溫哥
華地區5個最具潛力的公司之一。
2012年年底，抱着試試看的心態，李沛
祥參加了南京「321」人才計劃招聘，被成
功選中。當地政府第一時間把補助打到賬戶
上，當地招商引資的官員和投資者有着專業
和完備的知識儲備，這些令他深受觸動。
邁出第一步，他便一發不可收拾。繼南

京之後，李沛祥又在鎮江成立了一家新公
司。「希望5年之內，銷售額可以破億，實
現上市！」他雄心勃勃。

90後青年：學成歸國 理所當然
「下個月可以回家了……」德國蒂賓根

大學生態學研究生曹左男滿心歡喜地走出導

師的辦公室。他的畢業設計方案「關於中國
青藏高原土壤養分的實驗方法研究」剛剛獲
得導師認可，即將回國實地選取、收集相關
土樣。
這位「90後」小伙子出生在一個普通知
識分子家庭，是家中獨子，在青海西寧度過
了人生最初的18年。在德國求學的日子
裡，家鄉那片雄渾壯美的高原始終讓他魂牽
夢縈。
曹左男就讀的生態學是德國科學家黑克

爾在19世紀提出的概念。在中國農業大學
讀書時他就暗下決心，要去德國追根溯源。
在他看來，學成歸國、立志環保是理所當
然。
「人，總得感恩！剛上大學時，我就在

想將來能做些什麼，回饋父母和家鄉父老，
還有養育我的那片土地。」
沿着中國走向強盛的歷史走廊，透過新

世紀以來的最大「海歸」潮，人們看到的是
這個共同家園的蓬勃生機，是這個夢想舞台
的廣闊無垠，更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在全球
的標杆引領效應。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網日前第16次推出
「兩會熱點調查」。本次調查得到廣大網
民的熱情響應，截至2月24日21時，參與
網民達119,037人次，其中，「反腐倡廉」
位居熱點候選排行榜首位，「社會保
障」、「醫療改革」、「就業和收入」和
「住房」分列第二至第五。

社保醫改分列第二第三
從投票情況看，在「反腐倡廉」方面，
「2016年國內持續高壓反腐」的諸多事件
中，中央巡視「回頭看」最受網民關注；
21%的網民認為，「身邊吃拿卡要」的基層
腐敗問題好轉明顯；25.27%的網友表示
「加大對違紀違法案件查處、曝光力度」
最能有效預防腐敗。
「社會保障」排在調查熱點排行榜次
席，從投票情況看，29.38%網民對「適時
調整基本養老保險待遇」這項社會保障制
度改革懷有最大期待；「因病致貧人員」
成為32.87%網友心中最欠缺保障的人群；
26.33%的網友則認為當前中國養老服務業

發展中主要存在「養老服務機構費用過
高、質量偏低」問題。
在「醫療改革」調查中，17.35%的網友

認為「優化異地醫保看病報銷程序」成近
年來醫改過程中最大改進；而面對如何緩
解醫患關係緊張局面，26.74%的網友認為
「應當提高醫護人員專業水平」；此外，
36.47%的網友表示「醫療專業水平不夠」
是基層醫療服務機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和站點、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目前迫
切需要改進的問題。

逾七成認同房子非用來炒
「就業和收入」近年來一直是網民關注
的熱點話題之一。在本次調查中，68.41%
的網友認為目前就業形勢比較嚴峻；52.5%
的網友認為2016年收入與上一年相比基本
沒變；27.89%的網友認為當前社會收入差
距主要表現在「普通員工和管理者收入差
距過大」。
在「住房」選項的調查中，75.26%的網

友認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

的」；34.43%的網友認為，未來一年裡，
房價將有小幅上漲；而在「以下房地產調
控措施中，您認為政府當前最迫切的
是？」調查中，38.33%網友將票投給了
「抑制投機需求」。
此外，「依法治國」、「環境保護」、

「教育公平」、「國防和軍隊改革」、
「簡政放權」依次排在本次調查的6位-10
位。

值得關注的經濟熱點
■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供給側推進改革，不僅要解決好生產要素投入問題，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要解決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
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 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這是當前我國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重點任務。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可以更好地增
強持續增長動力。因此，推進這五大重點任務，不僅與穩增長不矛盾，還能在為
中國經濟更長遠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 中國製造2025：2016年，製造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取得明顯進展，中
國企業已開始從「中國製造」向「中國智造」轉變。

■ 互聯網+：製造業是「互聯網+」的主戰場，目前，基於互聯網的「雙創」平
台快速成長，智能控制與感知、工業核心軟件、工業互聯網、工業雲和工業
大數據平台等新型基礎設施快速發展，網絡化協同製造、個性化定製、服務
型製造新模式不斷湧現。

■ 樓市調控：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
來炒的」的定位，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
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既抑制房地產泡
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

■ 人工智能：不少業內專家認為，人工智能與各個行業的深入結合蘊含着巨大
的機會。除了交互，人工智能還可以用在教育、醫療、智慧城市、出行、司
法、安全、金融等眾多領域；同時，它在各個行業裡可以做一個最簡單的事
情：就是替代人工。

■農地三權分置：2016年，中辦、國辦印發了《關於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
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釐清了承包農戶、新型經營主體雙方在承包地上的
權利，實現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格局。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

兩會熱點調查：
反腐倡廉暫居榜首

在國外遭遇職業「天花板」，這是很多
「海歸」選擇回國的原因。跟很多留學生
談到是否回國的問題時，丁險峰反反覆覆
說的一句話便是：「只有到了中國，你才
能做核心決定」。

發揮所長晉身領軍角色
對於離開硅谷、加入華為的這段經歷，

丁險峰津津樂道。他說，如果沒有辭去英
特爾公司感測器系統平台架構師的工作，
回國擔任華為感測器實驗室主任兼首席科
學家，就不會成就自己在世界感測器行業
的領軍角色。
英國《經濟學人》感慨，一個富有想像

力的中國正湧現世界級公司。華為，作為世
界三大手機應用感測器研發公司之一，無疑
是其中的佼佼者，行業地位舉足輕重。「相
比在美國工作，目前我對世界感測器行業發

展的影響力成百倍地增長……我代表着20
億美元的採購方。」丁險峰說。
「60後」黃曉波曾在日本留學。「當
年，大半個班的同學都出國留學了，但很
多人被埋沒在海外。」而黃曉波通過自己
的努力積累，成為北京大學應用碎石技術
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泌尿外科
學科帶頭人。
黃曉波慶幸自己的回國選擇：「泌尿外

科在美國屬於醫學領域熱門專業之一，一
名中國人想成為美國主流大醫院泌尿外科
的負責人，簡直比登天還難！」

在更廣闊平台做「大事」
在更高層面、更廣平台做「大事」，這
同樣是李一諾「二次回國」的初衷。2008
年，這位清華大學才女以美國知名諮詢公
司麥肯錫項目經理的身份回國工作，希望

了解中國市場，擁有在國內的工作經歷。
2016年，她再次回到北京，擔任比爾及
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
表，儘管收入比以前少，工作還比以前
多，但她認為「值得」，因為可以從「一
尺的世界看到一丈的世界」。
回北京後，李一諾做的一件「大事」就

是參與蓋茨基金會同清華大學、北京市政
府三方聯合成立的全球健康藥物研發中心
的工作，利用中國的技術和資源建立全球
公共衛生和醫藥創新機構，為中國乃至全
世界窮人提供醫藥服務。
「去年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將

全球健康納入大會議題。」在李一諾看
來，在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並且承擔
更多國際責任的今天，她能在更加廣闊的
平台為中國乃至世界做事，這種人生經歷
是無價之寶。

「70後」劉立愷，浙
江省「千人計劃」專
家、浙江健智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長，言談中同
樣透着濃濃鄉情。

「身在海外，我為祖國的發展自豪。
世界很大，我想去看一看；但世界再大，

我的根依舊在中國。」他認為，國內招才
引智政策越來越好，為「海歸」人員提供
了全方位的支持保障。
「從小在國內的人文環境中長大，儘管

美國的生活平穩安逸，但還是留戀吃油
條、喝豆漿的生活氣息。只有回到祖國，
才能真正找到歸屬感。」

留學，這個清朝末年才出現的詞彙，凝
聚了一代代中國人尋道圖強的家國夢想。
從19世紀的「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到
20世紀的「兩彈一星」元勳錢學森，從21
世紀全職回國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施一公，
再到今天大量選擇「洄游」的「海歸」
們，家國夢代代傳承，綿延不絕。

很多人用「洄游」來形容近年來方興未艾的「海

歸」潮，「走，回中國去！」的聲音此起彼伏。10

年前，中國每送出3人留學，迎回一人。現在，八成人選擇回來。調查顯

示，81%的留學歸國人員認為，國內創業機會比國外「更好，甚至好得

多」，回到國內「做成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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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再大，我的根依舊在中國」

不甘海外埋沒 回國盡展才能
■■張極僅用3分鐘便決定回國創業。

網上圖片

■■調查顯示調查顯示，，8181%%的留學歸國人員認為的留學歸國人員認為，，國內創業機會比國外為佳國內創業機會比國外為佳。。圖為浙江杭州一場國際人才交流與合作活動圖為浙江杭州一場國際人才交流與合作活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曹左男與導師討論畢業設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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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沛祥（右一）對在中國發展雄心勃勃。
網上圖片

■■丁險峰認為，只有到了中國，「你才
能做核心決定」。 網上圖片

■■黃曉波慶幸自己的回國選擇。
網上圖片

■■李一諾樂意在更加廣闊的平台為中
國乃至世界做事。 網上圖片

■■劉立愷劉立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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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最受內地網民關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