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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天津人力资源服务中心高校部与本报联合对150

名2007年高校毕业生做了一份“就业期望调查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目前，应届大学生最希望得到的就业帮助是有关

职业能力方面的指导。在求职上，53％的大学生越来越珍惜

第一次工作的机会。41％的大学生期望自己的第一份薪金在

每月1500元至2000元。教师、公务员成为众多大学生青睐的

职位。 大学生需要“恶补”职业能力 调查问卷显示，46％的

大学生最希望得到职业规划、就业政策咨询等方面的职业能

力指导，有43％的大学生希望得到招聘机会。对此，中天人

力高校部刘凤景部长介绍，现在就业形势确实很严峻，但毕

业生们主观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最关键的就是缺乏求职能力

。比方说，很多学生在校期间根本没有职业意识，只是单纯

地学习一些理论知识，和社会完全脱节，根本没有想过“学

以致用”。 同时，还有的学生连如何写简历、写求职信都不

会，不懂得如何突出自己的优势。这些都是毕业生们需要“

恶补”的地方，所以很有必要对他们进行系统科学的职业指

导。 专家提示：学生在校期间应该首先熟悉一些岗位，看看

岗位对人才有哪些素质要求，然后有的放矢地来充实自己。 

求职方式比较单一 在选择“觉得哪种求职方式最有效”时，

有69％的大学生选择“与用人单位点对点进行接触”；15%的

人选择“现场招聘会”。大学生们对于网上招聘会表现出的

兴趣不大，认可度只有2％。对此，人力资源专家分析，很多



大学生认为必须与用人单位面对面接触才能够加深彼此的印

象，从而增加求职的成功率。其实，从求职成功概率上来说

，与用人单位接触也未必就能提高就业成功率。从实际经验

上分析，像现场招聘会、通过熟人介绍等都是就业成功的不

错渠道。 专家提示：求职也要多条腿走路，网络、现场、社

会关系一个都不能少。 大学生就业心理越来越务实 现在的大

学生越来越珍惜第一次就业的机会。调查问卷显示，有53％

的大学生希望谋取的第一份工作能够稳定在两三年内不发生

改变，有37％的大学生选择第一份工作会在一年之内做出调

整，只有10％的大学生希望第一份工作能够稳定在3年以上。

人力资源专家分析，从调查结果看，更多的大学生希望自己

的工作更为稳定，就业心理也比以前趋于成熟。以前，大学

生把第一次求职看得无所谓，现在的大学生更多的是希望自

己能在一个岗位上稳定一段时间，以便能积淀一些成熟的工

作经验，这样的变化是可喜的。 专家提示：很少有用人单位

希望当“播种机”，有稳定的就业心理的大学毕业生，会得

到越来越多单位的认可。 天津市十万学子求职 各高校积极拓

宽就业渠道 11月27日从天津市教委获悉，明年天津市高校应

届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0万余人，创历史新高，毕业生就业双

选会也较往年提前升温。天津市教委和各高校积极采取多项

有效措施，拓宽大学生就业途径，铺就毕业生就业和创业绿

色通道。 连日来，南开大学等数所高校先后举办多场毕业生

就业双选会，进校招聘企业累计达到千余家，提供就业岗位

近万个。 目前，天津市所有高校均实施了学生就业“一把手

工程”。一些学校还针对就业目标的完成情况，结合岗位责

任制建立了考核制度，形成全员重视就业的良好氛围。各学



校进一步加强了就业指导，不仅开展了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指

导、就业讲座等服务，又在深度和广度上为毕业生提供特色

化、个性化的就业指导和帮助。同时，所有高校都成立了专

门的就业指导和服务机构，90％以上高校的就业指导人员与

毕业生比例达到1：500，78％的高校就业经费占到年度学费

的1％。学校对有意向但未签订就业协议的毕业生做好择业教

育，帮助他们准确定位，合理确定期望值，主动签订就业协

议；对没有就业意向及毕业生中就业困难群体特别是女生给

予特别关注，做好个别指导，采取就业信息优先告知，在招

聘会上向用人单位特别推荐的方式，引导她们释放心理压力

，鼓励她们树立信心，主动寻找就业机会。天津城建学院在

招聘会上提出了“诚信招聘、诚信应聘”，并将学生实践能

力列入毕业生推荐表中，方便用人单位考核选拔；天津工业

大学将职业生涯指导列入学生课程体系，指导毕业生科学规

划、理性就业。天津职业大学等高职院校不断推进与行业、

产业发展紧密结合的路子，与天津钢管公司、天铁集团等一

些大型企业搞“订单式培养”，积极探索“工学结合”培养

模式，扩大了毕业生就业渠道。 大学生期望月薪价位偏高 调

查问卷中，将大学生第一份工作期望得到的基本月薪分为800

元、1000元至1500元、1500元至2000元、2000元以上四个档次

，结果有41％的大学生希望第一份工作能够得到的基本月薪

在1500元至2000元；有28％的大学生选择1000元至1500元，选

择2000元以上的比例为27％，仅有4％的大学生认可月薪800元

的事实。对此，人力资源专家表示，从大学生的选择结果看

，大学生对于第一份工作的月薪期望值略微偏高一些，从本

市一些企业对于大学生的起薪标准看，目前，本科生的价位



在月薪1200元1500元左右。给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超过2000元的

月薪，很多用人单位从心理上讲还是不太认可。 专家提示：

纯粹的以收入定职业是大忌，要看到职业的发展前景、个人

的发展空间，只有喜欢的而又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教师、公

务员职位受宠 在调查问卷中，有38％的大学生将希望得到的

第一个职位锁定在教师、公务员上，其次是企划类、管理类

的职位各占21％。而大学生们最不愿意做的职位就是市场营

销类，150名学生中只有3名学生接受营销类的职位，占总票

数的2％。专家分析，学生们青睐教师、公务员的职位，跟社

会的大环境有关系。目前，教师与公务员的工作都是属于比

较稳定的类型，而且收入属于社会的中上等，这是吸引学生

们的重要原因。而营销类的职位对于刚出校门缺少人脉的大

学生来说，出成绩很难，而且工作的稳定性差，因此一般不

被学生看好。 专家提示：不论从事“冷门”还是“热门”职

业，只要认真努力地工作，你也能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 民营、私企受冷落 就业观念偏保守 在选择最想去的企业性

质时，有40％的大学生将目光投向了事业单位，有28％的大

学生选择到外资企业工作，有8％的学生选择到政府机关，仅

有7％的大学生选择民营和私企。对此，人力资源专家分析，

这还是跟大学生就业希望稳定有关。民营、私企的稳定信誉

度肯定不如事业单位好，而且，事业单位的各方面福利待遇

是吸引大学生的重要原因。但是，大学生也不要以偏概全，

毕竟只要选择好了，民营、私企对于个人还是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的。 专家提示：大学生在就业时一定要转变传统的 “精

英就业观念”，树立“大众化就业观念”。从国营向民营的

转变、从白领向蓝领的转变、从“精英学子”到“普通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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