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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9725_E4_B8_c123_282543.htm 一年投出800份简历的小

洪共得到42次面试，被同学们戏称为当之无愧的“面霸”。

由于屡求职屡碰壁，他又成了“拒无霸”。 对于他们来说，

就业已不再是简单地把自己定位为一位普通劳动者的问题，

在很多时候甚至还不如农民工敢向招聘方开出待遇要求。 核

心提示：数据显示，河南省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将突

破25万人。在激烈的就业形势下，郑州甚至出现了大学生“

零工资就业”现象。自5月开始，《郑州晚报》记者选取了3

三位大学生求职经历和日常生活为标本进行了求职状态调查

。对于他们来说，就业已自己不再是简单地把自己定位为一

位普通劳动者的问题，在很多时候有时候甚至还不如农民工

敢向招聘方开出待遇要求。 新闻本科生洪刚制作了自己的简

历，分电子版和文字版两种，一年内内他先后在网上投递

近800份简历。然而，这800份简历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

从2005年7月到2006年6月，通过网络和参加招聘会，洪刚得到

了42次面试机会，他参加了23次，平均每两周一次，被同学

们戏称为当之无愧的“面霸”。由于屡求职屡碰壁，他又成

了“拒无霸”。他对薪水的期望值也从最初的2000元、1500

元、1200元、1000元，最后降低到了每月700元，但是都没有

成功。作为女生，大学毕业生许歌和志华还要承担着性别岐

视的烦恼：一个在“不招女生”的限制中郁闷不已，一个则

坚决地走上了当“校漂”、非名校研究生不上的孤独之旅。 

第N次“赶场”无果而终 5月11日，洪刚早早就来到郑州市人



力资源市场，这里有一场招聘会举行。 虽然时间尚早，但会

场门前已经人头攒动，卖早点和报纸的小贩也簇拥过来。这

一切对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洪刚来说，早已经不再新鲜。经

历了太多相似的情景，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还要来

赶场，难道这种并不轻松的举动也会产生惯性？ 11时40分，

洪刚边揩额头上的汗边走出了会场，他没有投出一份简历，

却“收获”了一身汗水。 他走到一个饮料摊儿前，买了一瓶

冰镇啤酒，“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下大半瓶，眉头不由拧

在了一起。 因为“没有对口岗位和理想的单位”，他的第N

次“赶场”就这样匆匆结束。 一年的彷徨与苦闷 其实一年来

，洪刚一直处于彷徨苦闷之中。 从大三下学期，考研和就业

的气氛就一直笼罩在他们班。课堂上，足足一寸厚的英语考

研书成了大多数同学的最爱。 洪刚的苦闷也从此开始，“考

研还是工作”，对他来说成了难题。 洪刚想考研，因为不止

一个人劝告他，研究生毕业了才会找到相对不错的工作。洪

刚也想去工作，毕竟读研还需要3年的时间，要是不能考上公

费的研究生，无疑会给家里增加更大的负担。 洪刚来自河南

西部山区的农村，黄河科技学院新闻专业本科生，父母都是

农民，父亲在1996年的一场车祸中受了伤，至今仍不能干重

活，全靠母亲种地为生，大学4年的学费全靠贷款。 洪刚打

电话征求父亲的意见，几天后，他接到父亲的回话：“孩儿

啊，准备找工作吧，你妈在家干活太累，你要尽快把银行贷

款还上。” 得到父亲的答复，洪刚没有争辩。其实像他这样

情况的学生，他宿舍里还有两个，班里和学校里更多。 一年

投出800份求职简历 时间如白驹过隙。从2005年7月上旬大三

期末考试结束后，洪刚联系上了一家媒体，开始了一边实习



一边找工作的生活。 实习中，洪刚制作了自己的简历，分电

子版和文字版两种。简历制作好后，他开始在网上寻找适合

自己的岗位、职业。一年内他先后在网上投递近800份简历，

涉及文秘、文员、记者、编辑、经理助理等几乎所有与中文

或新闻有关的职业。洪刚还制作了30份彩色文字简历，仅简

历就花了600多元。 自此，漫漫求职路开始在洪刚脚下延伸。

初次应聘即受骗 出师不利的事儿让洪刚碰上了，他第一次参

加应聘就上了当。 2005年8月初的一天，他在某媒体上看到某

家贸易公司的一则招聘广告，该公司需要招经理助理一名。

这个消息让他兴奋不已。没顾得上跟老师打招呼，就立刻赶

到了这家公司。进了办公室后，自称是该公司经理助理的“

殷女士”让洪刚填了一张招聘信息表，随后对洪刚进行了简

单的面试。 面试结束后，对方告知他已经通过，并要求交50

元作为建档费，称这笔钱在正式上班两个月后就退还。洪刚

当即拿出了钱，可是当他索要发票或收据时，对方却以“发

票用完”为由拒绝了。 次日早晨，洪刚来到贸易公司要求给

自己安排工作，“殷女士”给他开了一张派遣证，让他到位

于北环的一家经销部报到，该经销部对洪刚进行又一轮面试

后，又让洪刚填写了招聘信息表。随后该经销部负责人告诉

洪刚，公司有统一的服装，要求洪刚交180元的服装押金，并

说这些押金在正式上班一个月后就给退还。当洪刚交出了180

元服装押金后，该经销部负责人让其回家等待通知。 洪刚等

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接到对方的通知，他再次来到经销部。

该经销部负责人给洪刚一份公司产品介绍和一份营销知识手

册让他回家背诵，并要求在10天之内必须背全，才能安排工

作。 洪刚如获至宝，向实习单位请了假，专心致志背诵起手



册。10天后，洪刚满怀信心再次来到经销部，没想到，那个

负责人却扔给他一套卷子，让他在30分钟内做完10道问答题

，尽管背得非常熟练，但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停地写也做不

完那些问答题。考试结束后，该经销部负责人告诉洪刚只得

了50分，没有通过公司的测试。于是他们给洪刚提供了一箱

化妆品，让他上街去推销，而且所得款项必须悉数返还给公

司。 直到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已钻进了对方的圈套里。 两

元钱的“奢侈午餐” 两个月后，洪刚又在报纸上看到一家报

社招聘采编人员，因为招聘岗位正好和自己的专业对口，所

以他从家里给的生活费中狠心抽出100元，50元买了一条裤子

，又花了20元买了一件衬衣，把自己简单包装一下，拿着自

己的简历就上“战场”了。 这个报社一共招10名采编人员，

可是报名面试的有100多人，洪刚抽到了68号，因为怕耽误面

试，他决定中午就在报社附近吃饭。 这是一个繁华的地段，

饭菜很贵，洪刚只好跑了一段路，来到一个小巷子里，买了3

个烧饼和一碗粉浆面条，一共花了两块钱。事后，洪刚还为

自己这次“奢侈的午餐”而“忏悔”了好长时间，因为他很

多次面试时，中午就只吃一碗一块钱的卤面。 下午面试的过

程洪刚感觉很顺利，但是第三天的结果却耐人寻味。“你实

践经验不是很足，我们再考虑考虑，等我们的电话。”主考

官笑容满面，洪刚却再次心冷。尽管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结果

，他还是又一次给室友打了电话，告诉他们这个“不幸”的

消息。 “洪刚，不要气馁，慢慢来，兄弟们相信你的水平，

你快点回来，我去买几个凉菜，把其他兄弟叫回来，大家‘

晕’一下，喝了酒什么都不用想。”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

相处了几年的宿舍好友都喜欢用喝酒的方式来解闷，洪刚的



上铺刘彦时常这样安慰他。 那晚洪刚喝了很多酒，也抽了很

多烟，整个人成了一摊泥。“兄弟们，本科生算什么啊，出

去没人答理你，所以你们要好好学⋯⋯一定要考上研究生⋯

⋯我连个工作也找不到，对不起为我操劳多半辈子的父母⋯

⋯”喝醉了的洪刚一边哭着，一边说着胡话，把地上吐得一

塌糊涂。 第二天，他没有去实习，也没有吃饭，在床上整整

睡了一天两夜。第三天，他又去单位实习了，用他自己的话

说：“生活就是这样，短暂的逃避后还必须面对。” 绰号成

了“面霸”和“拒无霸” 从2005年7月到2006年6月，通过网

络和参加招聘会，洪刚得到了42次面试机会，他参加了23次

，平均每两周一次，被同学们戏称为“面霸”。由于屡求职

屡碰壁，他又成了“拒无霸”。他对薪水的期望值也从最初

的2000元、1500元、1200元、1000元，最后降低到了每月700

元，但是都没有成功。 郁闷中，洪刚学会了用经济成本核算

自己的学生生涯。他算了一笔账，高中3年，大学4年，加上

初中和小学，他读书的费用至少有10万元，按照每月拿1000

元工资，他要不吃不喝干8年多。 “谈朋友，在这里买房、

结婚，那是个遥远的梦。”下月初，洪刚就要毕业了，如今

他仍在实习。“本科生毕业有三条出路：一是考上研究生，

二是考上公务员，三是有关系找个好的工作。”洪刚总结了3

条来概括本科毕业生的出路，他也不知道自己说的是对还是

错。 截至目前，洪刚宿舍的其他7位同学，除一人留校当了

辅导员，其他的都没有找到正式工作。 “我的工作还是没有

眉目，宿舍的兄弟们都很郁闷，就要毕业了，前途在哪里？

” 6月3日，洪刚在他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然而，现

实毕竟是残酷的，目前，洪刚和宿舍的兄弟仍然在为工作而



奔波，对他们来说，生活还要继续，工作还要找下去，面试

还得继续参加⋯⋯ 求职屡屡遇到“性别门槛” 许歌是郑州大

学的一名应届毕业生，为了能够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

她付出的是汗水，“收获”的却是泪水。 4月初，许歌在郑

州大学的网页上看到了省内某个区政府的招聘信息。4月25日

，她接到了面试通知，当天赶紧坐上火车，匆匆赶到那个区

政府所在地时，已是凌晨了。面试顺利通过之后，与许歌一

起参加笔试的还有6名男生、3名女生。后来录取结果出来时

，许歌和其他女生与区政府无缘。她们通过熟人打听到内部

消息：该区政府压根就不招女生！当时许歌和其他女生都很

气愤：投简历时明明说是不限性别，怎么现在又出现这种结

果？ 许歌不想轻言放弃。家人知道许歌的想法后，妈妈陪着

她再次来到那个区政府，来回奔波四处找熟人，请客吃饭，

结果还是失望而归。吃请的最后回话说，如果你不是女生，

事情就成了。这个答复让许歌无言以对。如果是能力不够、

学识欠缺，可以通过后天学习来弥补，但天生性别却无法改

变，除非去做变性手术。 类似“不招女生”的经历不止一起

。职场上的这种招聘潜规则，让许歌感觉很累，心情也很灰

暗。每次遭到这样的“重创”，她都想哭：一些招聘单位不

讲诚信的做法实在令人无法容忍！如果当初说不招女生，女

生们就不会投简历。让女生们面试之后又笔试，浪费了她们

的时间，还骗取了她们的精力和财力，对她们造成了相当大

的打击。 而提起工作待遇，许歌感觉自己还不如劳务市场上

的农民工。农民工还可以围着雇主喊价，钱少了不去。在一

次招聘会上，许歌把月薪由原来的1500元降到了800元。在投

简历时，别人问她要求薪金多少时，她就报出800元。后来她



才知道，800元也定高了，那家公司把薪金定在500～600元。 

决心通过考研改变命运 与许歌求职遭遇性别歧视、屡败屡战

不同的是，女生志华则在用另一种方法，为自己的求职增加

砝码。 志华是郑州大学2004届的毕业生。毕业两年来，一直

在学校附近的村子里租房住，专注于考研，成了“校漂”一

族。用志华的话说，只有名牌大学研究生毕业，才能找到比

较理想的工作。 志华考研的决心缘于求职的屡屡失败。2004

年1月，志华第一次走进了考研的考场，3月，她等来了自己

落榜的消息。志华没有气馁，她重返学校，把行囊背到租住

的小屋，开始了“校漂”生涯。 6点起床，洗漱完毕，买张

鸡蛋饼，再掂杯豆浆，不到7点她就向学校走去。 中午，志

华和在校生们一样，在学校食堂里喝碗面条吃个馒头，两元

钱。志华现在没有一分钱收入，吃饭、租房、买学习资料、

买生活必需品，每月400多元的生活费，全靠家里给，而父母

的收入也不多，再加上还要供养正上高中的妹妹，家里的经

济相当紧张。 吃过中午饭，趴桌子上休息一会儿，志华又投

入学习中，虽然离住的地方挺近，但她不愿意回家，因为怕

睡了过头觉。晚饭也是在学校食堂打发的，吃过晚饭，不休

息，直到晚上10点半教室熄灯，志华才回到住处。 两年来，

志华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校漂”两年只为上名校 其实，

志华2005年的第二次研究生考试成绩，已经完全可以把她从

这艰苦的日子里“解放”出去。虽然被北京大学淘汰，但一

家省内高校已经同意调剂录取她，就在志华犹豫要不要去上

的当口，一位师姐的际遇改变了她的想法。 这位师姐是省内

某高校硕士研究生，一直想做大学老师，毕业后却发现，自

己的学历已经失去了做大学老师的资格，只能当辅导员。而



一般的单位，不是她看不上人家，就是人家不敢用她。“高

不成低不就”，师姐茫然地度过了一年时间，遇到志华时，

她已经做好了考博的准备。 师姐告诉志华，当初她毕业时，

本科生就业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她想找个更好的工作，就

读研了，3年后，研究生却也不吃香了。“我想读博，可又很

犹豫，我不知道，3年后我博士毕业，社会上会不会又是博士

也不吃香了呢？”这位师姐对志华说，读研就读名校的，打

着名校的招牌，找工作会相对容易些。 师姐的话深深刺痛了

志华，使她忍受了“校漂”的苦涩与寂寞，一如既往地走了

下去。可是，今年1月份的第三次研究生考试，志华虽接到了

北京大学的复试通知，却再一次与“北大研究生”的头衔失

之交臂：在北大通知面试的学生中，她最终排名第26位，而

这个专业的招生指标是22个。 现在，志华仍然继续着自己的

“校漂生活”，在考研路上寂寞前行。 “零工资就业”带来

的竞争 “只要能找到一份好差事，白干半年一年又有什么关

系呢？”面对招聘会场滚滚人潮，郑州大学毕业生张君利如

是说。 与张君利抱有相同想法的大学生并非少数。在年后的

几次大型人才交流会上，几名甚至几十名大学生竞争一个职

位，可谓家常便饭。置身这惨烈的竞争中，一些毕业生们开

始亮出比洪刚“700元的工资期望值”还要低的“身价”“零

工资就业”，他们不惜“牺牲”原应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

不要求用人单位尽他们应尽的义务。“哪怕先在里面实习个

一年半载，只要用人单位看中了自己的才能，就行了。” 智

联招聘网一份关于“2006大学生就业力调查”的报告显示，

目前郑州市“零工资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已占被调查者

的0.8%。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一位教授则认为，“零工



资就业”在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可以理解为，求职

者为寻找发挥自我价值的空间而找到的一条新途径。既然这

种现象能够产生，就有其出现的原因和必然性。因此，应当

积极寻找解决的办法，而不是盲目遏制。 对大学毕业生“零

工资就业”现象，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就业处处长李甄

表示，不应提倡“零工资就业”，因为劳动法规定，即使是

试用期双方也应该签订合同，报酬不能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

工资，因此，用人单位应当自律，不能“趁火打劫”。 大学

生身价不如农民工？ 5月22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在接

受采访时说，“大学生应定位于普通劳动者”，“不能再自

诩为社会的精英”，以此帮助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 据教育

部有关人士分析，一些大学生固守传统的择业观，“宁要大

城市一张床，不要农村一栋房”，导致大学生就业出现结构

性失衡，有些地方人满为患，有些地方却招不来人才。这种

失衡最终促成了“低工资就业”甚至“零工资就业”。大城

市尤其是省会城市的人才市场出现供过于求，追求利益最大

化的企业为了降低经营成本，在选聘人才时，自然会利用这

个机会，降低待遇。 采访中，一些大学生也坦陈自己在“就

业观念转变”之说上的困惑和阵痛。他们认为，现在大学生

“多如牛毛”，连开饭店招服务员都要求有学历，确实是普

通劳动者了。可令人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上大学的花费却不

能“普通”下来呢？一个大学生的培养成本，对于工薪家庭

来说，是提前透支了20年至30年的收入。而这些普通人家提

前透支的收入，在职场上却没有得到回报。现在中西部一些

大学生喊出了“我们是文盲”的口号，南方一些城市的孩子

上到初中毕业就辍学在家随父母做生意了。 一个事实是，我



国自1999年起高校开始扩招，2003年，这些扩招生毕业后，

当年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呈现前所未有的严峻。著名教育专家

、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指出，

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其中高

校的连年扩招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高校扩招的比例，就是

大学生失业的比例。大学生就业难与扩招有关的一个例证是

：近几年高校平均就业率为70%，约30%的学生找不到工作，

而这30%正好是高校扩招的比例。 失业大学生享“低保”之

争 自 2003年起，针对高校毕业生数量激增，国家每年都要出

台一系列政策，以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今年，国家还准备

将失业大学生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范围内。 6月1日，中组部

、中宣 部、中编办、教育部等14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规定今

年9月1日以后仍未就业的应届毕业生，可到户籍所在地劳动

保障部门办理失业登记，民政部门还要给短期内无法就业的

生活有困难的毕业生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此规定一出，立即

在社会上引发广泛争议。一方认为，在中国，享受低保的是

失业以及城市的低收入人群。如今，政府要给大学毕业生提

供低保，就滋养了大学生的“懒汉情结”，是中国教育的失

败。另一方则认为，大学生已被定位为普通劳动者，在现实

生活中已沦为底层就业者，这种新弱势群体理应得到社会保

障的救助。 6月8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郑州市民政局低保

处处长张宏杰。张宏杰表示，关于失业大学生领低保一事，

民政部门尚未接到正式文件通知，目前也未开始这方面的操

作。就他个人观点，他认为失业大学生领取低保是不太现实

的，需要在摸索中推行。 张宏杰认为，失业大学生领低保，

面临着至少3个方面的难题：一是家庭和户籍方面的难题。张



宏杰认为，现行的低保制度，是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的。而大

学生大多是漂流在大城市，有的户口还寄放在学校，更少有

成家的，不符合低保以家庭为单位的救助条件。二是会滋生

懒汉思想。张宏杰认为，在就业形势严峻之时，不少大学生

毕业即失业，如果让他们领取了低保，会滋养他们的懒汉情

结。三是就业认定也有难题，现在大学生隐性就业人数不少

，如何认定大学生失业？由谁来认定？这些问题不解决好，

让他们领取低保是不现实的。目前，郑州市只对上学期间造

成精神病或者残疾的大学生进行救助，允许他们享受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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