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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BA_E5_8D_95_E4_c108_228525.htm 从1998年高校扩招

至今，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进入2005年

，全国高校又将有300多万名毕业生面临就业，其中167万考

研大军再创新高，国家公务员招考比例上升为37：1⋯⋯数字

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信息：2005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依

然严峻，就业压力依然存在。带着用人单位究意期待怎样的

人才这一疑问，三秦都市报记者近日与用人单位进行了面对

面的交流。 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 用人单

位：喜欢复合型人才 提起应聘，大学生们有说不完的委屈话

，他们感觉招聘单位在聘用他们时，有时是故意挑剔、找毛

病。而别一方面，招聘单位却说，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一家外资企业的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要求全

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既要能胜任我们公司的工作，还要是

个‘多面手’。我们看重的是应聘者的能力，只要其社会经

验丰富，企业团队意识强，就是理论水平差点也没有关系。

” 记者先后在8家招聘单位的采访中得知，企业需要的大学

生是复合型人才的大学生，都愿意为这些大学生提供一个展

现才华、能力的平台，也都愿意不惜重金去寻找。但8家招聘

单位在和记者的交流中却折射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应聘的

大学生，应更多了解招聘单位的情况，熟悉招聘单位招聘用

途，以便多给自己一次选择的机会，这样不但不误己也不会

给招聘单位空添不必要的麻烦。 让工作业绩说话 “出身”其

实不重要 据悉，目前在大学生中普遍存在这样的担忧，进入



工作岗位后，以往所学的专业用不上，在他们看来，似乎就

很难施展才能，毕竟薪酬高低是以实际业绩来定夺的。 而用

人单位指出，事实上，专业和学校都是次要的，企业更关注

其发展潜力，看重的是一个人是否聪敏，对工作和求知是否

充满热情，能否适应企业文化。无论是“对口专业”、“名

牌大学”还是“出色的工作经验”，最终都要去和薪水寻求

对称。对称不起来，用人单位迟早会让其打铺盖卷。而反映

到现实中只有一句话，让工作业绩说话。 “留不住人错不在

用人单位” 据了解，很多用人单位都在抱怨，原因是招录进

大学生后，时间不长就有人决意退出，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是用人单位不善于使用人才，还是薪酬过低 陕西某公司经理

闫清阁首先指出，留不住人错不在用人单位。现在市场通行

一句话，大意是满3月和1年期是道槛，指的就是大学生跳槽

，类似情况多数用人单位都会遭遇到。形成原因是部分学生

对自我定位不准确，不满足于现状，加上刚进入社会，还不

能适应规律性的工作，比较散漫，一旦现实和所想发生偏差

，或是不能很快取得业绩，他们往往会选择放弃。 相关链接

：大学生首月工资变迁 1995年，一位大学毕业生领到的第一

笔工资是56元整，50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翻了几十倍，达

到数百元甚至几千元不等。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

分配到各企事业单位的10多万大学生的工资基本都是相差无

几，一般第一个月都在行政21级到23级之间，十年甚至几十

年都没有明显变动。当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月工资在30

至60元之间，那时的大学生属于真正的高收入阶层。 1984年

国家开始上调工资，到80年代中后期，大学生的工资也水涨

船高，幅度比较可观。从1996年开始特别是1998年以后，大



学生包分配制度逐渐被市场打破，大学生工资低的不足500元

，高的达到4000元甚至近万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