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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没认清就走人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2007年应届高职高

专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于12月2日开锣，现场涌动的求职学生基

本都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择业的渴望写在他们的脸上。

但是一些招聘企业却向记者透露说：相对而言，80年代后的

毕业生首次就业时流失率比较高，特别在以基层操作为主的

岗位，企业表示要找到真正合适的人并不容易。 2日的高职

高专供需见面会，近300家用人单位进场招聘应届专科毕业生

，以中型企业为主，需求岗位超过6000个。这次见面会主要

针对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2007届毕业生，毕业生总数5200

人左右，单这场招聘会就能提供人均1个岗位还多。相对本科

毕业生的艰难就业形势，实用型专科生就业前景宽松得多。 

记者从轻工学院就业指导中心获悉，今年大多数用人单位提

供的职位起薪在1200元以上，某些职位的工资开到5000元以

上。较之去年，总体水平略有提高。今年还有一个打破纪录

的企业用人起薪点天×国际（香港）美容化妆品有限公司招

聘美容顾问，月薪给出10000元。 人事部的最新统计显示，目

前全国人才市场供求稳定上升，职位和求职人数供求比为1

比2.22。 一年内连跳八次槽 教育机构：学生眼高手低可能错

过晋升机会 案例： 同事没认清就走人 广州珀丽酒店招聘主任

李戟霖提出，不少毕业生只不过将用人单位作为落脚点或跳

板，企业留意到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大学毕业生首次就

业流失率相对比较高。该酒店2006年向大学应届毕业生招聘



了5名前台接待，但两个月的试用期没到，毕业生走得一个不

剩。而跳槽率也与专业性质有关，如设计专业，学院老师说

这一专业一些毕业生一年内跳了七八个单位，连同事的面孔

都没认清就“拜拜”了。 企业： “80后”心态更浮躁 80年代

后的大学毕业生为何更容易跳槽？李戟霖认为，相对而言这

些年龄层的毕业生心态会比较浮躁，也显得有点“眼高手低

”。“其实我认为不少跳槽的毕业生心态不够成熟，都没有

认真花时间去了解职业的实际情况，而更看重工作体不体面

，刚工作能挣多少钱等表面情况。” 有企业代表认为，在工

作头两年新员工基本不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相反，企业要花

人力物力对新人进行培训。毕业生不负责任的跳槽行为，将

给企业造成损失。 学生： 双向选择跳槽很正常 但不少生于80

年代后的大学毕业生却认为跳槽是理所当然的，是“双向选

择”的结果。学生小钟很坦白地说，如果学酒店管理的出来

工作后只能挣1000多元，每天干活枯燥又辛苦，很可能毫不

犹豫就跳槽。“读了那么多年书，每天只不过叫我们端盘子

，怎么都说不过去吧。” 学院： 首次就业薪酬意义不大 其实

，作为教育机构，已经有学院注意到毕业生心态不稳的问题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林润惠强调，毕业生第一次

就业的薪酬没有多大意义，如果学生只关注工作的地点、薪

酬待遇，而不能沉下心从低做起，将与上升机会失之交臂。

不少企业意识到，毕业生刚来的头两年，存在理论与实践的

不对接，很难创造明显价值。 因此工作的起初阶段是企业对

毕业生的考察期，给出的薪水只不过是“参考价”。等到企

业充分考察结束，毕业生也逐渐适应了，会根据个人能力给

予相应的报酬，否则企业难以留住人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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