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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调查出炉 由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时空调查”发起的“就

业力2006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出炉。调查结果显示，

毕业生薪水期望值略低于雇主标准，海归并不被看好。转贴

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 据了解，此次调查覆盖12

个大中城市，调查对象是正在找工作的毕业生以及刚参加工

作的职场新人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120家大中小型企

业。一共有12463名毕业生、职场新人以及120家企业的人力

资源总监参加了这次调查。 ■研究生与本科生相比并无明显

优势 调查显示，毕业生的薪水期望值跟雇主的标准比较吻合

，甚至还略低。50%的被调查者的薪水预期为2000元至4000元

，而有68%的企业愿意开出相当的薪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

错位，一种情况是因为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让许多大学生不

再计较第一份薪酬的多少，他们更看重第一份工作的锻炼机

会和在企业的发展潜力，低起点的薪资并不是就业的最大障

碍。在薪资期望上，毕业生把眼光放得更远了。 另外，根据

调查，研究生与本科生相比，在薪金标准的问题上并无明显

优势。要求4000元以上的薪资期待的硕士研究生比本科生人

数比例要高出45%左右，而许多企业对硕士研究生的标准却

没有高出这么多。而博士生似乎日子更不好过，此次参与调

查的企业有近15%都表示不招博士，所以专门针对博士的岗

位的稀缺，将成为博士就业的最大障碍。 ■“海归”退烧 调

查结果显示，在同等条件下（如年龄、学历、薪资要求等）



，表示不会优先录取“海归”的占到55%，这也许表明，企

业先前那种唯“海归”是举的人才录用模式正在发生变化。

对于“洋文凭”的含金量，认为和国内文凭差不多的及认为

不如国内文凭的加起来有73%，说明大多数企业主并不会对

“洋文凭”高看一眼。企业还总结出了“海归”们的一些突

出缺点：首先是对职位和薪资的期望过高；其次是工作心态

不稳定，容易跳槽；第三是所学内容和国内实际情况有脱节

，实际应用能力差；第四是对工作环境过于挑剔，爱抱怨；

第五是和同事相处不够融洽，甚至沟通有障碍。 ■雇主最看

重诚信品质、实践经验和学习能力 调查数据表明，在大学毕

业生个人素养方面，接受调查的北京、上海的116家企业中，

有83.6%最不喜欢的是“不诚实”，其次是“爱搬弄是非”，

占58.6%。 有无实践经验也被用人单位所看重。被调查的北京

、上海的116家企业中，有57.8%的用人单位最先看应聘者简

历的“社会实践和实习兼职情况”，而常被毕业生写进简历

中的“性格、爱好和特长”，只有不到一成半的用人单位最

为关注。 进入试用期后，有51.3%的被调查单位强调毕业生的

“学习能力”，其次是“团队合作”、“执行能力”和“创

新精神”。 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曾经遭遇就业陷

阱，专业对口情况也不容乐观，只有17%的人选择了“完全

对口”，也就是说只有不到两成的人是完全对口。 另外，在

接受调查的111家用人单位里，有51%承认曾因性别、年龄、

相貌等拒绝过应聘者。但据分析，实际情况的比例可能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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