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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1_86_E6_89_BE_E5_c107_212070.htm 来加拿大半年后，终

于找到工作了。在这样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找到工作，只能

说是运气好。虽然自己也不能算是特别努力，但找工作的各

种途径都试过，在这过程中也有很多酸甜苦辣的事情，想和

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想说的是，虽然这两年的确不如前

两年经济形势那么好，那么容易找到工作，特别是911以后更

是雪上加霜，但正如一篇文章所说的，“这世界变了，但不

是完了”。事实上，从9月份到现在以来，我认识的人当中，

包括我在内，至少有5个找到专业工作，而我的朋友圈也不算

大，这个数字已经不少了。基本上还是符合一般性的规律：

来加拿大以后6个月到1年找到工作。我是911之后1个月找到

工作的，其他些朋友也都是在那前后找到，有IT行业的，有

电信专业也有其他专业如化学、土建等。证明了现在的经济

形势是不怎么样，但仍然有机会，象我们公司到现在还在继

续招人，时不时有些新同事进来。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放弃希

望，继续努力吧，幸运女神迟早会降临在你头上的。 其次，

不要被网上的文章和失业率数字吓坏了，我去年来加拿大之

前和来了以后没找到工作之前，经常在网上各个论坛上逛，

发现去年开始，网上基本上是愁云密布，好多人都抱怨找不

到工作。偶尔有人在网上贴个贴子，说自己找到工作了，引

来羡慕和祝贺的跟贴无数。感觉好象加拿大存心欺骗大家，

把大家骗来以后，也没有工作机会，一大群国内过来的各行

各业的精英都在苦苦地打Labour工，熬日子。看到这些 贴子



让人心酸，也让人着急。经常在想：我是不是来错加拿大了

？ 没找到工作之前，接触的朋友绝大部分都是没工作的，偶

尔有一两个有工作的，是大家公认的羡慕对象，总觉得他们

象是大熊猫特别珍稀的一类。但事实上，上班以后发觉在加

拿大找到工作正在享受加拿大生活的中国人还挺多的。不信

？去各个Office集中的Building看看，哪个Building里面看不到

来来往往的中国人？特别是吃中饭的时候，一堆堆的中国人

特别显眼。 找到工作后，跟我们单位的那些中国人聊天，才

发现他们很少上网(好几个还在使用拨号上网呢)，就算上网

也只是看看新闻，很少去BBS看文章，更不用说写文章了。而

我现在也是差不多。想想也正常，找到工作后，每天上班辛

苦，晚上回来还要做家务，哪能有精神写文章，也没功夫去

看那些找工作的文章，更不用说回复了。所以说网上的文章

只表达了一部分中国人对加拿大生活和工作的看法和观点，

远不是在加拿大的中国人的真实反映。“一年大苦、两年小

苦、三年不苦”里面说的好：“毕竟一个人的观察能力、生

活面及理解能力有限，国内的朋友不可将其文章当作所有中

国新移民的整幅画卷。青蛙坐在井底，只能看到井口大的一

个天，但那绝不是整个新移民眼中加国的天。要有成千上万

个象你我一样的青蛙将每个看到的天都讲出来，联成一片，

那才是我们中国移民真正的加国生活。” 下面谈谈我找工作

的经历，我是来了一个月，办完各种各样手续后开始找工作

的，走的和绝大部分朋友走的一样的路：上workshop、写简

历、发简历、打电话、Agency面试、雇主面试，下面我想就

在这些过程中一些看法讲讲自己的看法。 1、workshop刚来的

朋友可能都有同样的感受，workshop和ERC (Employment



Resoure Centre) 太多了，感觉都差不多，不知道哪个好。我也

曾经上过好几个workshop和ERC，感觉这些workshop质量还

真是有区别的，有些简直就是在骗政府的钱，浪费自己的时

间也浪费我们的时间。尽讲些什么法律规定、员工权益、劳

动保护等这些东西也是重要，但我想我们首先需要的并不是

这些，连工作都没有，谈什么劳动保护？而且从国内出来的

移民大部分都是做Office工作，用得着详细地讲解在车间里遇

到工头要你操作没有保护的车床应该怎么办吗？ 最后我上了

个ERC的workshop，在Kennedy和Eglinton路口，名字

叫Kennedy Employment Resource Centre，地址是2425 Eglinton

Ave. East，当时也是朋友介绍的，虽然离我住的地方还挺远，

但为了好效果还是去了。现在比较起来感觉还是那里的效果

最好，资料比较齐全，而且版本比较新。最重要的是它那里

有一个Job Shop，凭SIN卡报名，一般一个星期后可以上课，

课程安排一个星期，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内容也是讲解

简历、Networking、Cold Call、面试等，但感觉那里的老师比

较敬业，人也很Nice，可能因为见的中国人多的缘故吧(我那

个班上18个人全部是中国人)，对中国学生英语和交流上的困

惑看得特别清楚，所以讲解起来比较有针对性。 另外，这

个Job Shop还安排一个Mock Interview，由老师当面试官，面

试过程用录像机录下来，全部人面试完了以后，全班坐在一

起看录像。望着电视里面自己傻乎乎的模样，回答问题时拼

命翻白眼的样子，大家都乐坏了。然后老师一个一个针对面

试中不足和应该注意的地方进行讲解，这种讲解的效果尤其

的好，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习惯都差

不多，因此别人犯的错误自己也容易犯。比如，我记得特别



清楚的是，老师指出我们中国人最常说的两句话是错的，“I

think”和“Of course”，这两句话在面试中是不能用的前一

句显示你对你的答案没有信心，后一句有点嫌别人问的问题

傻的意味。这就是典型的中文和英文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

你瞧，没有这种交互似的讲解，谁想得到咱们这么常用的两

句话不能在面试中用呀。 在那里上job shop的时候，还有个小

插曲。最后一天，有个中国人(前两个星期从那里结业的)，

找到工作以后去中心感谢老师，老师看到我们班上全是中国

人，就让他给我们介绍找工作的经验，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因

为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不写他的名字了)。他给我们讲了很

多从那里结业后找工作的经历和体会，还把他准备面试的文

件夹给我们看(这部分以后再写)，给我们的帮助特别大。在

这里，再次感谢那位姓翁的朋友。 因此，如果刚来的朋友，

还没参加过其他什么workshop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去那里

看看，那里写简历的书也特别多，我当时就是在那里泡了整

整一个星期，抄了无数份标准的北美简历里用得着的句子和

词汇以后拼凑出来的。 2、专业。这部分可能会和简历部分

内容有交叉。我是搞电信的，这两年来加拿大的大部分人可

能都是学计算机或者和High Tech沾点边的。我发觉一个有趣

的现象，我周围的朋友当中，搞计算机的人抱怨.com风光不

再，粥少僧多，竞争太残酷；非计算机的羡慕搞软件的机会

多，职位多。我想分这两部分谈谈自己的看法。 找到工作以

后，有些搞电信和计算机的朋友把他们的简历给我看，因为

和他们搞的专业不完全相符，只能泛泛地看看，但是在这些

简历中发现一个共同的地方：广而不专，博而不精。我相信

这些简历写的都是真的，他们也真的在国内做到过相当高的



职位(在这里，我讲的高职位，倒不是指Title高，而是指工作

的Responsibility和Duties)，但是作为刚过来的新移民，想一开

始就找着这么高职位的工作，非常难。凭着咱们这样的新移

民身份，英语又不是特别溜，刚来人家很难把一个高级的职

位交给你，虽然刚来的时候你可能发现这样的高级职位在网

上特别多，工资也特别高，里面的职位描述又跟自己正在干

的活一模一样。但千万别把找到工作的希望放在这些职位上

面，你会非常失望的。 我就吃了这方面的亏，老是以为自己

一路都是在做技术活，从头做起的，到后来做的是比较高的

职位。所以刚来的时候尽找些Senior的职位，竟然发现这样的

职位还不少，工资也蛮高的，兴致挺高，按照自己的能力和

广告上的工作描述准备好简历，发出去无数，根本没有回音

，直到有一次无意当中有一个Agent跟我打电话，说“象你这

样才来几个月的新移民，这里的公司不可能把这么高的职位

交给你”，后来自己仔细想想，是啊，他说的是有道理，举

个不合适的例子，咱们的江总书记移民到加拿大，人家能让

他当总理吗？ 虽然他曾经管理过13亿人口，还能管不好加拿

大这区区3千多万人？其实是一个道理。 直接从中国大陆过

来的人年龄层可能介于25至35之间的比较多，这样的年龄在

国内无论做哪行都可能处于技术骨干或是小的技术主管的地

位。我认识一个朋友，从国内一个著名的通信企业过来，研

究生才毕业了三、四年，已经是个不小的头目，负责一个很

大的项目的系统设计，他的简历里面满篇都是总体设计，系

统设计之类的词汇。我跟他说，象你这样才毕业三、四年，

就能做到这么高的职位，我不排除有你勤奋，聪明和努力的

成分，但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通信业，或者说是整个中国



缺人。你想想，十年文化大革命，耽误整整一代人青春，现

在40到50岁之间的人基本上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所以有所

谓的68式的人才，即60年代出生，80年代大学毕业一帮人正

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地填补由于他们的学识所限而留下的空间

。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到处都是破格提拔的人才，30几岁

当上市长、厅长的并不出奇，因此顺序延推下来，象咱们这

样的90年代初期本科毕业的人正在各自的行业里面处于技术

骨干，或是技术经理的位子要知道，中国可是一个历来习惯

论资排辈的国家呀。但是象加拿大这样的移民国家，本身就

没有这样的十年动乱，况且它可以通过移民来引入人才，所

以基本上来讲人才结构是合理的，在我现在的单位，3、40岁

干着最基本的活的人多得是，这在中国可能很难想象。并且

我问过我周围的一些从其他国家移民过来的同事，才发现真

是“一人有一个故事”，好些在原来国家的地位并不低，工

资也很高，为了各自的原因，离开了故土，来到加拿大，只

能从基层干起。所以我劝他，刚来不要把目光放得太高，先

进去，从基层做起，慢慢显示自己的能力，才有可能往上走

。 因此奉劝那些在国内的时候是做管理工作的朋友(我所说的

管理工作不仅仅指行政管理，而且还包括技术管理国内电信

企业过来的朋友可能有相当部分都是这一类) ，分析一下，自

己能干什么，会干什么，干过什么，怎么干的，事实上后面

两个问题就是我在面试的时候老板问我的头两个问题，千万

不要心里想着“这个东西我能干，虽然我没亲自干过，但是

因为我以前或是正在干的东西跟它有关，只要给我一个月时

间，我肯定能干好它”。在加拿大，没有 出国留学移民教育

考试出国,留学,移民,澳洲,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法国,日



本,新西兰 来加拿大半年后，终于找到工作了。在这样经济不

景气的情况下找到工作，只能说是运气好。虽然自己也不能

算是特别努力，但找工作的各种途径都试过，在这过程中也

有很多酸甜苦辣的事情，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想说

的是，虽然这两年的确不如前两年经济形势那么好，那么容

易找到工作，特别是911以后更是雪上加霜，但正如一篇文章

所说的，“这世界变了，但不是完了”。事实上，从9月份到

现在以来，我认识的人当中，包括我在内，至少有5个找到专

业工作，而我的朋友圈也不算大，这个数字已经不少了。基

本上还是符合一般性的规律：来加拿大以后6个月到1年找到

工作。我是911之后1个月找到工作的，其他些朋友也都是在

那前后找到，有IT行业的，有电信专业也有其他专业如化学

、土建等。证明了现在的经济形势是不怎么样，但仍然有机

会，象我们公司到现在还在继续招人，时不时有些新同事进

来。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放弃希望，继续努力吧，幸运女神迟

早会降临在你头上的。 其次，不要被网上的文章和失业率数

字吓坏了，我去年来加拿大之前和来了以后没找到工作之前

，经常在网上各个论坛上逛，发现去年开始，网上基本上是

愁云密布，好多人都抱怨找不到工作。偶尔有人在网上贴个

贴子，说自己找到工作了，引来羡慕和祝贺的跟贴无数。感

觉好象加拿大存心欺骗大家，把大家骗来以后，也没有工作

机会，一大群国内过来的各行各业的精英都在苦苦地

打Labour工，熬日子。看到这些 贴子让人心酸，也让人着急

。经常在想：我是不是来错加拿大了？ 没找到工作之前，接

触的朋友绝大部分都是没工作的，偶尔有一两个有工作的，

是大家公认的羡慕对象，总觉得他们象是大熊猫特别珍稀的



一类。但事实上，上班以后发觉在加拿大找到工作正在享受

加拿大生活的中国人还挺多的。不信？去各个Office集中

的Building看看，哪个Building里面看不到来来往往的中国人？

特别是吃中饭的时候，一堆堆的中国人特别显眼。 找到工作

后，跟我们单位的那些中国人聊天，才发现他们很少上网(好

几个还在使用拨号上网呢)，就算上网也只是看看新闻，很少

去BBS看文章，更不用说写文章了。而我现在也是差不多。想

想也正常，找到工作后，每天上班辛苦，晚上回来还要做家

务，哪能有精神写文章，也没功夫去看那些找工作的文章，

更不用说回复了。所以说网上的文章只表达了一部分中国人

对加拿大生活和工作的看法和观点，远不是在加拿大的中国

人的真实反映。“一年大苦、两年小苦、三年不苦”里面说

的好：“毕竟一个人的观察能力、生活面及理解能力有限，

国内的朋友不可将其文章当作所有中国新移民的整幅画卷。

青蛙坐在井底，只能看到井口大的一个天，但那绝不是整个

新移民眼中加国的天。要有成千上万个象你我一样的青蛙将

每个看到的天都讲出来，联成一片，那才是我们中国移民真

正的加国生活。” 下面谈谈我找工作的经历，我是来了一个

月，办完各种各样手续后开始找工作的，走的和绝大部分朋

友走的一样的路：上workshop、写简历、发简历、打电话

、Agency面试、雇主面试，下面我想就在这些过程中一些看

法讲讲自己的看法。 1、workshop刚来的朋友可能都有同样的

感受，workshop和ERC (Employment Resoure Centre) 太多了，

感觉都差不多，不知道哪个好。我也曾经上过好几

个workshop和ERC，感觉这些workshop质量还真是有区别的

，有些简直就是在骗政府的钱，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浪费我们



的时间。尽讲些什么法律规定、员工权益、劳动保护等这些

东西也是重要，但我想我们首先需要的并不是这些，连工作

都没有，谈什么劳动保护？而且从国内出来的移民大部分都

是做Office工作，用得着详细地讲解在车间里遇到工头要你操

作没有保护的车床应该怎么办吗？ 最后我上了个ERC

的workshop，在Kennedy和Eglinton路口，名字叫Kennedy

Employment Resource Centre，地址是2425 Eglinton Ave. East，

当时也是朋友介绍的，虽然离我住的地方还挺远，但为了好

效果还是去了。现在比较起来感觉还是那里的效果最好，资

料比较齐全，而且版本比较新。最重要的是它那里有一个Job

Shop，凭SIN卡报名，一般一个星期后可以上课，课程安排一

个星期，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内容也是讲解简历

、Networking、Cold Call、面试等，但感觉那里的老师比较敬

业，人也很Nice，可能因为见的中国人多的缘故吧(我那个班

上18个人全部是中国人)，对中国学生英语和交流上的困惑看

得特别清楚，所以讲解起来比较有针对性。 另外，这个Job

Shop还安排一个Mock Interview，由老师当面试官，面试过程

用录像机录下来，全部人面试完了以后，全班坐在一起看录

像。望着电视里面自己傻乎乎的模样，回答问题时拼命翻白

眼的样子，大家都乐坏了。然后老师一个一个针对面试中不

足和应该注意的地方进行讲解，这种讲解的效果尤其的好，

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习惯都差不多，

因此别人犯的错误自己也容易犯。比如，我记得特别清楚的

是，老师指出我们中国人最常说的两句话是错的，“I think”

和“Of course”，这两句话在面试中是不能用的前一句显示

你对你的答案没有信心，后一句有点嫌别人问的问题傻的意



味。这就是典型的中文和英文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你瞧，

没有这种交互似的讲解，谁想得到咱们这么常用的两句话不

能在面试中用呀。 在那里上job shop的时候，还有个小插曲。

最后一天，有个中国人(前两个星期从那里结业的)，找到工

作以后去中心感谢老师，老师看到我们班上全是中国人，就

让他给我们介绍找工作的经验，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因为没有

征求他的意见，就不写他的名字了)。他给我们讲了很多从那

里结业后找工作的经历和体会，还把他准备面试的文件夹给

我们看(这部分以后再写)，给我们的帮助特别大。在这里，

再次感谢那位姓翁的朋友。 因此，如果刚来的朋友，还没参

加过其他什么workshop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去那里看看，

那里写简历的书也特别多，我当时就是在那里泡了整整一个

星期，抄了无数份标准的北美简历里用得着的句子和词汇以

后拼凑出来的。 2、专业。这部分可能会和简历部分内容有

交叉。我是搞电信的，这两年来加拿大的大部分人可能都是

学计算机或者和High Tech沾点边的。我发觉一个有趣的现象

，我周围的朋友当中，搞计算机的人抱怨.com风光不再，粥

少僧多，竞争太残酷；非计算机的羡慕搞软件的机会多，职

位多。我想分这两部分谈谈自己的看法。 找到工作以后，有

些搞电信和计算机的朋友把他们的简历给我看，因为和他们

搞的专业不完全相符，只能泛泛地看看，但是在这些简历中

发现一个共同的地方：广而不专，博而不精。我相信这些简

历写的都是真的，他们也真的在国内做到过相当高的职位(在

这里，我讲的高职位，倒不是指Title高，而是指工作

的Responsibility和Duties)，但是作为刚过来的新移民，想一开

始就找着这么高职位的工作，非常难。凭着咱们这样的新移



民身份，英语又不是特别溜，刚来人家很难把一个高级的职

位交给你，虽然刚来的时候你可能发现这样的高级职位在网

上特别多，工资也特别高，里面的职位描述又跟自己正在干

的活一模一样。但千万别把找到工作的希望放在这些职位上

面，你会非常失望的。 我就吃了这方面的亏，老是以为自己

一路都是在做技术活，从头做起的，到后来做的是比较高的

职位。所以刚来的时候尽找些Senior的职位，竟然发现这样的

职位还不少，工资也蛮高的，兴致挺高，按照自己的能力和

广告上的工作描述准备好简历，发出去无数，根本没有回音

，直到有一次无意当中有一个Agent跟我打电话，说“象你这

样才来几个月的新移民，这里的公司不可能把这么高的职位

交给你”，后来自己仔细想想，是啊，他说的是有道理，举

个不合适的例子，咱们的江总书记移民到加拿大，人家能让

他当总理吗？ 虽然他曾经管理过13亿人口，还能管不好加拿

大这区区3千多万人？其实是一个道理。 直接从中国大陆过

来的人年龄层可能介于25至35之间的比较多，这样的年龄在

国内无论做哪行都可能处于技术骨干或是小的技术主管的地

位。我认识一个朋友，从国内一个著名的通信企业过来，研

究生才毕业了三、四年，已经是个不小的头目，负责一个很

大的项目的系统设计，他的简历里面满篇都是总体设计，系

统设计之类的词汇。我跟他说，象你这样才毕业三、四年，

就能做到这么高的职位，我不排除有你勤奋，聪明和努力的

成分，但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通信业，或者说是整个中国

缺人。你想想，十年文化大革命，耽误整整一代人青春，现

在40到50岁之间的人基本上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所以有所

谓的68式的人才，即60年代出生，80年代大学毕业一帮人正



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地填补由于他们的学识所限而留下的空间

。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到处都是破格提拔的人才，30几岁

当上市长、厅长的并不出奇，因此顺序延推下来，象咱们这

样的90年代初期本科毕业的人正在各自的行业里面处于技术

骨干，或是技术经理的位子要知道，中国可是一个历来习惯

论资排辈的国家呀。但是象加拿大这样的移民国家，本身就

没有这样的十年动乱，况且它可以通过移民来引入人才，所

以基本上来讲人才结构是合理的，在我现在的单位，3、40岁

干着最基本的活的人多得是，这在中国可能很难想象。并且

我问过我周围的一些从其他国家移民过来的同事，才发现真

是“一人有一个故事”，好些在原来国家的地位并不低，工

资也很高，为了各自的原因，离开了故土，来到加拿大，只

能从基层干起。所以我劝他，刚来不要把目光放得太高，先

进去，从基层做起，慢慢显示自己的能力，才有可能往上走

。 因此奉劝那些在国内的时候是做管理工作的朋友(我所说的

管理工作不仅仅指行政管理，而且还包括技术管理国内电信

企业过来的朋友可能有相当部分都是这一类) ，分析一下，自

己能干什么，会干什么，干过什么，怎么干的，事实上后面

两个问题就是我在面试的时候老板问我的头两个问题，千万

不要心里想着“这个东西我能干，虽然我没亲自干过，但是

因为我以前或是正在干的东西跟它有关，只要给我一个月时

间，我肯定能干好它”。在加拿大，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