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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F_A5_EF_BC_9A_E6_c123_279947.htm 在毕业生眼中，职

业发展前景比专业对口更重要，调查显示： 本科毕业生就业

对所学专业最不“忠诚” 为了实现进外企工作的梦想，中国

传媒大学的刘尧大三那年就考出了GRE2000分的好成绩，“

我想去外企感受一下那里的管理文化，相信这对我将来的发

展会有重要的影响。”刘尧表示自己并没有考虑今后的工作

是否与所学专业有关，他认为随着就业竞争的日益加剧，个

人能力才是企业用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专业背景已经不再

那么重要。 “你最愿意从事的是哪三种职业？”这是英才网

联近期所做的“2007届大学生就业期望调查报告”中的一个

问题。调查结果显示：至少有一种职业与受访者专业相关的

比例占到95％，有两种职业与专业相关的比例占45％，三种

职业与专业都相关的比例占15％，三种职业都与专业不具有

明显关联关系的比例占5％。大多数毕业生表示虽然择业已经

不再拘泥于专业对口，但还是会尽量选择与专业有关联的工

作。调查数据显示，本科毕业生成为对专业最不“忠诚”的

群体，三项比例均低于总体比例水平。 本科生找工作没机会

挑肥拣瘦 调查数据显示，在本科毕业生中，“至少有一种与

专业相关”的比例为92％，“有两种职业和专业相关”的比

例为30％，“三种职业与专业都相关”的比例只有4％。“很

多用人单位直接打出了只收研究生简历的牌子，我们本科生

连投简历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我根本没时间考虑专业对口

不对口了，只要企业愿意给我机会，我都愿意尝试。”某招



聘会现场，正在忙着投简历的一名毕业生告诉记者。 毕业于

北京某名牌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徐华说：“不是我不想找本

专业的工作，是现实让我没机会挑肥拣瘦。就像我学的行政

管理专业，哪个单位需要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去搞管理呢？

”毕业两年的小徐已经换了两份工作，目前是一家广告公司

的业务员。“到目前，我还没从事过与所学专业有密切关系

的工作。”徐华笑着说。 北京某高校学生辅导员朱老师认为

，虽然大学毕业生放弃本专业是对自己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教

育资源的浪费，但这与我国本科教育的现状有直接关系。

从1999年的大规模扩招开始，一些高校的师资力量日益短缺

，虽然专业越开越多，但很多专业却是名称不同课程雷同，

课程名称不同教材相同。“我感觉，所学专业是本科毕业生

找工作的依托，但对工作最重要的要求应该是能够发挥自身

优势，体现自己的价值，获得聘用单位的认可，毕竟工作后

单位还会提供进修、培训的机会。”朱老师说。 女生更希望

找适合本专业的工作 正在北京某报社实习的中国传媒大

学2007届硕士毕业生于晓，已经从老职工那里打听到了报社

新人的待遇情况，“3个月的见习期，硕士毕业生每月只能拿

到固定的1500元，转正后的待遇是基本工资700元加绩效工资

。另外，报社只给解决两险一金，没有养老保险。”虽然比

自己期望的薪金少一些，但于晓表示，一旦报社决定留用自

己，她会毫不犹豫地签合同。 于晓向记者分析了自己急于签

这份合同的原因：“首先，我所学专业就是新闻学，完全能

够胜任报社的工作，而且这家报社所发行的报纸是周报，从

我实习的这个阶段来看，编辑、记者的工作也不是很辛苦；

其次，这个报社属于部委的机关报，发行有优势，环境比较



稳定；再次，从个人角度考虑，我今年25岁，报社要求签3年

合同，我如果在这3年中结婚生子，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到时

候即使对工作产生了厌倦，我也可以随时跳槽了。” 调查显

示：在职业选择上，女生比男生更囿于专业背景，显得有些

“保守”，虽然大部分男女生都填写有一种与自己专业相关

的职业，但女生群体中填写“有两个职业和专业相关”的比

例为60％，远高于男生的30％；另外，女生群体中“三种职

业与专业都相关”的21％的比例也远高于男生的9％。 对专业

最“忠诚”的是专科毕业生 林京是辽宁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数

控技术及其应用专业2007届毕业生。谈到工作的意向，他说

已经准备去一家高强度标准件制造公司，工作是到生产一线

操作机床，“大部分同学的就业选择都是到工厂去做一线操

作员，因为我们在学校里就经常进行实际操作，应该比较熟

练。”林京表示，由于学历较低，找工作就要踏踏实实，一

定要发挥自己操作能力强的长处，但他也承认自己不想在生

产一线做太长时间，“我还想继续学习，再自学个本科学历

，多参加一些公司的培训”。 调查显示，在职业选择上，最

“忠诚”于专业背景的群体是专科生。“至少有一种职业与

专业相关”的比例达到98％，“有两种职业和专业相关”的

比例为60％，“三种职业与专业都相关”的比例为33％。其

次“忠诚”的是硕士生。其“至少有一种职业与专业相关”

的比例达到95％，“有两种职业和专业相关”的比例为45％

，“三种职业与专业都相关”的比例也有8％。 “与本科生

相比，我们已经明显缺少了可塑性，如果等读完博士，我恐

怕对工作就没得选择了。”北京科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冯俊

认为，硕士之所以更“忠诚”于本专业，一方面是由于硕士



学历更容易得到聘用单位的认同，另一方面是求职者对于本

专业的热爱。“考研的时候，大部分人肯定是挑选了自己喜

欢的专业，而且在读期间，我们要做大量的专业论文，读大

量的专业书籍，想想自己花费了这么多的工夫，能舍得轻易

丢掉专业吗？”冯俊说。（记者 陶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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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