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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增强，留学生回国发展趋势日益明显。
以中青年为主的“海归”群体在吸收国外有益经验的同时，缺
乏正确思想引导，易被境外表面现象和西方错误思潮所蛊惑，
产生政治思想波动。我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是
历史的选择，是现实发展的需要，更是“海归”实现自我价
值的关键。意识形态安全是最重要的非传统安全，促进“海
归”意识形态认同对地方发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沧州市“海归”现状调查
1.1 沧州市“海归”发展环境现状
沧州市近年来就业环境的开放和多元吸引了“海归”回

流。市内高校不断提高教育人才质量，对外交流项目日益增多，为
“海归”高层次人员提供了广阔平台。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
业合作区与中东欧16国商务部、驻华使馆合作，打造欧洲商品交
易中心。沧州经济开发区作为“河北省国际合作重点产业园”，共
有内外资企业400余家，其中，韩、日、意及港台等外资企业16
家。自主创业方面，全市全力推进就业创业孵化基地培育活动和专
项提升工作。截至2019年，共培育创业就业孵化基地45家，可充
分满足“海归”高涨的创业热情。

1.2沧州市“海归”群体构成分析
留学回国人员中，从事教学、科研岗位的“海归”群体占比

很高。由于长期接触国外教育，其具有视野开阔、思维新颖、独
立性强的特点，但也有对我国意识形态产生怀疑的风险。在涉外
企业工作的“海归”群体往往以具备高精尖技术知识的人才为主，
同时与国际接触最为紧密，其对我国的意识形态认同直接影响国
家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自主创业和待业的“海归”
不同于国家机关或企事业单位人员，他们注重自主学习与发展，
缺少参与党组织活动的机会，时间灵活、思想灵活，缺乏系统的
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监控。此外，包括高校交换生，参与过
海外夏令营等活动的中小学生等具有海外短期留学实践的学生群
体虽有新鲜感造成的思想波动，但并没有脱离党团组织活动。

2  “海归”在意识形态认同上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2.1出国前缺乏有力的思想引导
早期留学生多为公派出国，选拔条件高，思想成熟、立场坚

定。如今留学生群体逐渐出现多元化、低龄化特点。一是自费留
学群体占据主要部分，生源质量无法保证。二是低龄留学生心智
尚未成熟，三观不稳定。留学人员的复杂性为思想引导工作带来
极大难度。此外，学校对选择出国的学生缺乏针对性、系统性的
思想政治教育，仅靠思政课堂是远远不够的。

2.2海外错误思潮带来信念冲突
本国与异国文化的冲突与矛盾会使留学生感到不适，并出现

方向迷失。选派专职人员对留学生进行精准监督并不现实，长期
脱离党团组织活动和思想政治教育平台使其对国际形式进行正确
的价值观判断。同时，融入国外生活使其与原有的价值观念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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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背离，进而对我国意识形态产生怀疑。此外，西方敌对势力
常在社交媒体上恶意丑化抹黑中国，同时用金钱利诱我国留学
生，使其产生信念冲突，并试图把他们发展成自己对抗中国的
武器。

2.3缺乏回国后的意识形态教育和监控
首先，不同于一直在国内学习生活的学生，“海归”严重缺乏

针对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监督，思维惯性决定其重新
融入本国文化需要适应期，甚至有存在从事间谍工作人员的可能。
其次，“海归”习惯于浏览国外网站、论坛、社交软件，而国外网
络是西方敌对势力攻击中国的主要阵地。长期受外网影响，部分
留学生可能会出现意识形态安全的相关舆情问题。

3  促进“海归”意识形态认同的可行性策略
3.1加强留学生前期思想政治教育
出国前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集训，引导他们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通过着重强调方向原则，扎实其政治
理论基础、明确其正确政治方向、牢固其社会主义初心，降低
其出国后出现偏离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风险。此外，通过
重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树立正确人生观，增强
留学生对我国意识形态的认同。

3.2对留学期间的的理想信念教育开新渠道
对身在海外的留学生，国家要时刻关注、关心留其生活学习

的动态，给予人文关怀。通过大使馆、孔子学院等机构组织文化
活动，使其感到国家归属感。此外，建立专为留学生群体提供服
务的网站和了解国内时事的平台，弘扬中国正能量，对留学生进
行潜移默化的理想信念和意识形态认同教育。国内方面，要组织
留学生家长进行理想信念方面的家庭教育培训，通过学生家长间
接去影响留学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3.3健全有效机制促进“海归”意识形态认同
定期举行留学生回国后交流汇报活动，在掌握其思想动态的

同时，帮助他们尽快熟悉国内的形势，适应国内生活。完善留学
生回国后的服务体系，建立专门针对“海归”的就业辅导和心理
咨询机构，帮助其寻找正确的人生方向。开展有效的人才吸收计
划，将优秀的“海归”纳入党组织，切身感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进而影响其他“海归”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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