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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名校也是一种错？”刚刚被天津一家二星级酒店“拒绝”

的大四学生杨鹤宁有些想不通。 作为一名南开大学的本科毕

业生，杨鹤宁本来对自己的“出身”充满信心。他学的是工

商管理专业，属于就业形势最好的学科之一，且在全国的学

科排名中位居前列。大学3年多，他积极参加各项与专业相关

的社会实践活动，履历表上“战果辉煌”。 可最近在应聘中

遇到的一连串挫折让杨鹤宁感到非常迷茫。“这不是一次两

次了。”杨鹤宁觉得很委屈，“好多企业一听说你是名牌大

学的毕业生就把你的简历往边上一放，基本不予考虑。”当

然这些企业多为正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小型公司，他们不接受

名校毕业生的理由是：怕高材生们拿中小企业当做跳板，干

不了多久便会跳槽。 中小企业被好学生“闪”怕了。 学生：

进名企难只好“骑驴找马” “其实，那些企业的顾虑也不是

全无道理。”杨鹤宁说，由于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许多同

学都只能采取“一约多签”的办法，来增加自己的心理安全

感。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毕业生进名企的竞争越来越激

烈。很多名校大学生渐渐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具有发展潜力的

中小企业，一些收入稳定的事业单位也受到了欢迎。 在日前

举行的一次校园招聘会上，天津一所普通中学的摊位吸引了

几位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应届生。他们希望应聘当历史教师。

负责招聘的老师看了简历，觉得不错，但一直不放心地追问

：“你们的条件这么好，能安心教师岗位吗？” 事实印证了



这位老师的顾虑。一名学生非常直率地告诉记者：“我不能

保证三五年之内不跳槽，如果做老师需要签订长期合约的话

，我要再仔细考虑一下。”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名校生

在求职过程中都抱有上述“骑驴找马”的心态。 做名企新丁

，还是成为小公司的“开国元老”？七成以上的大学生表示

，自己还是会选择前者。他们普遍认为，大企业已经形成了

完善的运行机制和规范的管理制度，而且有良好的企业氛围

，在那里工作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为今后的道路打好基

础。与这些好处相比，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提供的丰厚薪水，

他们只好忍痛割爱。 “如果实在挤不进名企，那我就先选择

一个薪水丰足的中小企业签订最短期限的合约”，一名会计

学专业的本科生说，“等到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经济实

力之后，我会重新跳到大公司去。” 企业：重视忠诚度，不

再迷信名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单位都十分担心自己

成为名校学生的“跳板”。“高材生对自己的定位比较高，

进入社会时希望有较高的起点，我们这样的小公司让他们觉

得自己的能力没有施展空间。”一位企业招聘人员说，名校

生的频繁跳槽，使得公司岗位一直不稳定，对公司的日常工

作影响很大，因此在招聘时会特别谨慎。 不仅仅是中小企业

，一些大型企业也表示出同样的忧虑。作为校园招聘大户，

金山公司每年都要招收百名左右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但他们

曾经提出“不要一流大学的学生”，原因是“用不住”。丰

田汽车（中国）公司的相关人士也曾表示，所谓的第一流人

才并不好用。 “他们最大的缺陷就在于自视过高，以自我为

中心的意识太强”，南开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刘月波分析

，“企业可能不会怀疑你的能力，但会对你的忠诚度提出质



疑。” 某国有企业人力资源部陈先生告诉记者，现在企业招

人已不再盯着名牌大学不放，而是找专业对口、适合自己企

业，且能够踏实工作的学生；“态度决定一切”这句话，在

老板心中的分量越来越重，知识经验、社交资源已经不是最

后的决定因素，对工作的真诚度和忠诚度将被放在第一位，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名校生有时反而不被企业看好的原因。 “

每个人都要在取悦中成长”，刘月波指出，“职场发展都是

要通过获得别人的肯定才能实现的，即使是再优秀的人，也

要在交往中得到别人的肯定才能成功。在取悦成长的过程中

，个人的沟通能力再也不能被忽视了。” 名校生和名企是最

好的组合？ 一方面，有学生抱怨企业的眼睛只盯住名校毕业

生；另一方面，也有企业感慨名校学生自视甚高，不好用。

名企携手名校毕业生，这样的“强强联合”为何换回一堆牢

骚与抱怨？ 刘月波主任认为，名校生和名企双方对彼此的期

望值都太高才是上述矛盾的根本原因。 他分析，在名校学生

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和家庭对他们的极高期望给他们造成了

较大的心理负担，而“天之骄子”的地位更使他们心高气傲

。一旦企业在招聘时许诺的优厚待遇成为“口头支票”，学

生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出现怠工、跳槽的情况；与此同时

，名企也希望自己招到的都是综合素质强、发展潜质好的人

，盼着这些金子早些发光。当这种预期没有达到时，企业便

发出“名校学生不好用”的感慨。 “事实上，名企未必是所

有人的最优选择，大学生应根据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作出最

终决定。”刘月波认为，就业不仅是企业对求职者的一个选

择过程，更是求职者自我选择的过程。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

，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职业目标在哪里，在有利于职业目标发



展的前提下进行抉择。 据一项对北京人文经济类综合性重点

大学大学生的调查中显示，大部分学生对自己将来的职业没

有规划：对自己将来如何一步步晋升、发展没有设计的占62.2

％；有设计的占32.8％，而其中有明确设计的仅占4．9％。 

在大学期间，大学生对自己的发展规划不明确，不能运用职

业设计理论，规划未来的工作与人生发展方向，这种情况严

重影响了学生对就业的提前准备和准确定位，甚至影响对工

作的适应。 比如你是喜欢安逸平稳的工作环境，还是愿意成

为勇于挑战的创业者？你是看重长远发展，还是更趋于眼前

利益？对于这些问题毕业生应该自己先想清楚。 刘月波认为

，大学生在选择第一份工作时，首先要问问自己就业的目的

在哪里。他认为就业的目的应该是提高自己的能力，不断地

积累经验。他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找到一份与专业业务

有直接关联，与今后职业发展目标紧密相关的，且能够对自

身不断增值的工作，比进入名企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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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