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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4_B8_8D_E6_c123_282973.htm 严峻的就业压力让

大学生失去了昔日“天之骄子”的光环。冒着严寒排队应聘

；汹涌人群挤塌大门⋯⋯尽管不少省市今年已经举办了上千

场高校就业招聘会，但似乎仍然无法满足求职者的需要。 供

求关系变了，企事业单位招收 “皇帝的女儿”也愁嫁 １２月

的杭州，天气阴冷。可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区的2007届毕业

生冬季招聘会，却在火热中开场。招聘会开幕当天一早，长

龙般的应聘者队伍就从入口处开始出现，最终绕了近千平米

的体育馆整整一周。296家用人单位、4000余个待聘岗位，面

对的却是7000名毕业生。 浙工大的毕业生招聘会，远不是最

火爆的。清华大学2007届毕业生首场校园招聘会，21家企业

引来了4000人应聘，现场保安说，因为人太多场地太小，只

能采取临时限行措施。郑州市11月份的一场招聘会，会场“

中原国际博览中心”不到7：00就被从各地赶来的大学生包围

。拥挤的人群挤倒了入口处的两扇玻璃门，几秒钟之后，大

学生们又踩着碎玻璃继续前进；博览中心的一部电梯不堪汹

涌的人流，扶手在众人的挤压下向外倾倒⋯⋯ 如今，对许多

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而言，大四这一整年的首要任务

不是写论文，也不是毕业答辩，而是手忙脚乱地找工作。大

学生就业难，已成为不争的现实。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

与某网站近日联合实施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3747位被调

查者中，有57.9%的人承认自己存在就业恐慌，“担心

”(50.2%)、“焦虑”(44.7%)是不少人对校园生活最后阶段的



定义。 企事业单位：“我们不欢迎五种人” 供大于求，使得

前来招聘贤才的各企事业单位有了更多的选择。可许多单位

仍然大呼招不到优秀的毕业生。一些企业负责人表示，供需

双方的不对接，使得近几年来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雪上加霜

。而一些企业在接受采访时则明确表示：目前大学毕业生中

，普遍存在五大问题，让他们避之不及。 一是缺乏工作经验

，动手能力差的。绝大部分企业提到，现代企业更注重应聘

者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现在市场竞争激烈，因此企业急需

一批可以很快派上用场的人才，既可以节约培训时间，又可

以节省培训费用。然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普遍缺乏工作经验

，上手慢。杭州著名的网络公司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马云此

前曾表示，阿里巴巴每年要招很多高校毕业生，但他们的所

学与企业所需有些错位，毕业后到单位，还需要另外给予大

量的系统培训。而浙江理工大学的社会实践小分队此前针

对500名杭州高校学生开展的一份调查也显示，37.98%的被调

查者认为缺乏工作经验是困扰大学生就业的首要因素，占各

个选项之最。 二是工作态度不端正的。许多企业反映，应届

毕业生的工作心态不稳定。很多刚被录用的应届生并不十分

珍惜得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不愿意从工作底层做起，不满现

有工作待遇，不会吃苦，不能专心投入工作，很多时候想着

跳槽。调查显示，大部分企业把员工的工作态度放在相当重

要的地位。华为杭州分公司的人事部经理说，事实上，在很

多企业，老板把工作态度看得比专业知识更加重要。他们认

为，一个人的知识技能可以通过培训得以提高，但是，工作

态度很大部分是受个人的生活习惯、性格、人品所影响，一

旦养成不好的习惯，就很难改变。 杭州智兴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说，很多企业对刚录用的应届毕业生都会有不同程度的

培训，但是往往在企业对刚录用者的培训即将结束，即这些

新手刚上手时，也是他们跳槽离去的时候，这对于企业来讲

是非常大的损失。他说：“学生在学校学到最多的不是知识

，而是怎么做人，怎么处事。所以企业最注重的不是大学生

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而是他后期的发展。”他说，现在的

毕业生眼光很高，但有真实本领的人不多，结果频繁跳槽却

四处碰壁。 三是基本知识和专业知识缺乏。调查中，企业普

遍反映，近些年招进来的毕业生，基本知识不够扎实，专业

知识结构不合理，不符合企业的要求。一些对专业知识要求

较高的企业在招聘时，往往会看重大学的成绩单、英语四六

级、专业相关资格证书等，因为这有利于用人单位在短时间

内了解应届毕业生对一些必备技能的掌握情况。在一些企业

的二轮面试时，还常常会具体考察毕业生专业知识的基本功

以及专长等。但事实上，不少毕业生在面试的时候表现差强

人意。业内人士表示，这可能和部分毕业生在大学期间过分

注重学生活动，忽视了专业学习有关。 四是不善于沟通，缺

乏团队合作精神。在调查中，企业认为，相比有工作经验的

员工，应届毕业生明显缺乏与别人沟通合作的能力，甚至表

现出我行我素的个性和风格。事实上，工作和个人学习的不

同之处在于，许多工作项目必须通过团队的合作来完成，单

凭个人能力即使完成了质量也难有保证。所以，在企业里，

团队合作精神显得尤其重要。但事实上，不少毕业生眼高手

低，看不起同事，缺乏合作精神，难以融入整个团队。 五是

再学习能力不强，跟不上时代步伐。现代社会新技术的发展

日新月异，使得企业尤其是一些高新技术企业，为了生存必



须不断更新知识和技术。然而在走访调查中，调查小组却发

现，对于毕业生的学习态度和主动学习的意识，企业普遍表

示出不满。按理说，大学毕业生经过大学的自主学习，学习

能力应该比较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相比老员工，大学毕

业生再学习的危机感和动力严重不足，导致他们掌握的知识

跟不上科技发展和企业发展的速度和要求。 绍兴一家激光技

术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我们企业主要研究激光材

料技术，对人才的专业技能要求很高，因此我们在招聘人才

时首先会考虑专业素质，然后是综合能力。在同等情况下，

我们会优先考虑那些社会实践活动经验比较丰富的学生。” 

在浙江工业大学的招聘会上，短短2个小时内，浙江万马集团

收到了近100份简历。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企业择人的标

准首先是学生的综合素质，除了扎实的专业知识外，要求学

生有团队精神、吃苦精神和创新精神，尤其是适应性要强。

” 择业心态悄悄在改变 就业压力，使得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

择业过程中开始摆正心态，不再好高骛远。浙江省高校日前

得出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在严峻的现实之下，当代大学生

对就业单位、薪酬福利等的要求相比前几年发生了明显改变

，就业心态日益趋于平和。 浙江理工大学信息电子学院不久

前对杭州下沙高教园区的500名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开

展了就业意向调查。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参与本次调

查的大学生中来自农村的占40.7%，东部地区占73.3%，其中

女生占8%，男生占92%。调查结果显示出目前各高校大学生

的普遍心态。 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曾是大学生就业的热门选

择，而个体私营企业也曾面临少人问津的尴尬场面。然而，

近几年来，伴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和观念的转变，当代大学



生的择业观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位的选择范围日益扩大

。调查显示，在选择毕业后的去向一项中，28.38%的大学生

选择外企作为自己就业时的首选；20.96%的人选择私营企业

，排名第二；19.34%的人选择了事业单位；选择国有企业的

有16.2%；而仅有15.12%的人选择政府部门，居于末位。 调查

显示，绝大多数大学生选择外企的原因，是因为外企的工作

环境和工作待遇相对较好。而针对私营企业成为大学生就业

的热门选择，有专家分析，这可能与浙江民企众多且发展较

为成熟、当地政府部门和大学生对民企的“歧视”较小有关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认为，一些民企发展势头迅猛而部分

国企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企业效益不尽人意，可能进一步导

致了大学生对民企发展前景的看好。 在调查中，也有不少大

学生表示，与其千军万马考公务员过独木桥，不如根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和能力为自己作一个客观的选择。而一项调查指

标也显示，在选择就业时，只有7.54%的毕业生表示，会更多

考虑单位性质，而绝大部分表示只要有发展空间，不会固守

外企或政府部门，表现出了更为务实的态度。 从基层干起，

不再好高骛远，成为越来越多大学生的普遍共识。记者随机

采访了前来应聘的20位毕业生，其中17人表示愿意从基层干

起。“怎么可能一开始就让你做经理呢？进了单位肯定是要

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啊，然后慢慢地积累经验，才可能有更

大的发展。”一位刚投完简历的女生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回答

了记者的提问。 “从基层做起，这是种锻炼，不是不自信，

而是正确地认识自己。”浙工大英语专业的沈晓丹把自身的

定位范围锁定在基层工作上，“我的一个朋友在他自己家族

企业上班，他们家是做磨具的，但他还是从‘扫铁屑’做起



。如果一个人进了管理层却什么都不会，再被打回基层那才

是真的糟糕。” 相比前几年，大学生对薪酬的期望值也有所

下降。调查显示，大学生对自己第一份工作的薪酬期望主要

集中在1000-1500元及1500-2000元之间，选择1000-1500元的比

例占48.13%，选择1500-2000元的人占30.37%，两项相加，

占78.5%。而对于个人发展机会这个选项，在所收到的有效问

卷中，有55%的毕业生选择了“很重要”、“比较重要”或

“重要”三个答案。 专家表示，由这两项数据可以看出，重

个人发展机会，轻薪酬福利要求的理性择业观正在形成。越

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看中个人成长的价值和发展机会，并把

企业单位的前途未来和个人发展机遇作为考虑的主要因素，

就业的价值取向日渐成熟。与此同时，在择业过程中表现出

的如此高的一致性，也反映了社会经济环境对他们的择业意

识和择业行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如何成为受欢迎的综合性

人才？ 由于缺乏工作锻炼、个人能力锻炼不足，大学生中普

遍产生了就业压力。调查显示，在困扰大学生就业的因素中

，37.98%的学生选择了缺乏工作经验，31.05%的学生认为是

自己个人能力存在不足，还有15.37%的学生将其归咎于求职

技巧缺乏。 浙江理工大学党委学工部副部长、就业指导中心

主任徐颖云认为，伴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和好的招人单位买

方市场的逐步形成，越来越多的就业单位对人才的实践能力

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之下，接触社会较少的

大学生与用人单位的心理期望值相比表现出了明显的落差。 

目前，为了弥补大学生在实践能力和工作能力方面的不足，

许多学校在加强与企业单位的沟通和联系，为学生提供全面

的就业信息和指导的同时，还在暑期和平时鼓励和组织安排



社会实践活动，让大学生在充分认识当今严峻的就业形势的

同时，通过社会实践及早接触社会、培养和锻炼动手能力和

择业竞争意识，增强就业竞争的紧迫感。 徐颖云表示，目前

，为了促进就业，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农村等大量需要人才的

一线工作，我国已出台了多项措施，其中包括：实施“大学

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从高校毕业生中招募志愿者，到西

部贫困县的乡镇一级教育、卫生、农技、扶贫等单位服务两

年。同时，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和艰苦地区工作，充实城

市社区和农村乡镇基层单位；鼓励各类企事业单位特别是中

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聘用高校毕业生；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

业和灵活就业，并在组织开展创业培训、开业指导、政策咨

询、项目论证和跟踪辅导等服务的同时，积极为他们提供税

费优惠和小额贷款；做好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建立健全大

学生就业服务信息网络，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服务；

实施“高职(大专)毕业生职业资格培训工程”，对需要培训

的应届高职(大专)毕业生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等。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也希望，学校、企业、学生三者之间能

够共同努力：希望学校能传授给学生更符合社会要求的理论

知识，希望企业能够多一些包容和理解，为学生提供更好的

实践平台，希望大学生能够抓住宝贵的机会,发展自己的综合

能力，使自己的所学能够有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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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