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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使得今年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变得异常严峻。众多企业纷纷

缩减用人需求，与此同时，今年的毕业生数却净增51万名。

如何在危机中找到机遇？在毕业生苦思求职之路、各高校冥

想应对措施之际，上海大学试图探索出一条新路。三周前，

一支由44名来自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二年级研究生组成的

“研究生就业工作助管队”应势成立。他们将作为校园“猎

头”，为即将毕业的师兄师姐们搜罗就业信息，帮助他们尽

快找到合适的工作。同时，从今天开始，本报将持续关注各

高校推动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新举措。 学妹为学长找工作 昨天

上午9点钟，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的二年级研究生朱佳

贤没有课。坐在寝室里，她习惯性地打开自己的邮箱，查收

新邮件，因为最近学校给她安排了一个新活当就业助管，为

研三的师兄师姐找工作。 上岗第一天，朱佳贤就接到了一个

长长的任务清单，根据这个清单，身为助管的她要完成四大

任务：毕业生信息调研、组建网络、搜集发布信息和咨询回

复。 从此以后，学习之余，朱佳贤就开始按着清单干活。“

先对我们学院的毕业生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如哪些师兄、

师姐已经找到了工作，哪些还在面试中，哪些连简历都没有

做好，哪些性格内向要作为重点关注对象。”朱佳贤告诉记

者，上岗伊始，她就积极出现在各种毕业生云集的场合，向

大家推销自己，“学校让我干这个活，但师兄师姐们不一定

认得我，必须先让他们知道有我这个人，然后才能有求职需



求的时候想到我。” 在朱佳贤电脑的收藏夹里，收藏了长长

的一串求职网站，那都是她平时每天要上的求职网站，“我

会从这里搜集适合我们学院的几个专业的招聘信息，然后再

分门别类，整理好了发给师兄师姐们。”朱佳贤说，她的手

里有影视学院全体毕业生的通讯录，除了手机号码还有邮箱

，“这样可以方便我们随时联络到他们。” 每逢周三或者周

四，朱佳贤会更加忙碌一些，因为周末通常会有很多招聘会

，这时候她就要提前搜集信息，搜寻到合适的招聘会，她就

会通过邮件群发给自己的师兄师姐们。与此同时，一条飞信

也会同时发出，提醒他们“请关注您的邮箱，有新的招聘会

信息。” 学姐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 从对就业工作不太了解

到积极建言献策，朱佳贤和她的助管同事们渐渐摸索出了就

业工作的门道。“比如说我现在经常会跟我们以前毕业的校

友联系，充分挖掘校友资源。前段时间，真的有个校友所在

单位招人，不过他们招聘的是本科生，我给他们推荐了一个

学弟，现在已经签约了。”朱佳贤告诉记者。最近由助管们

建议建立的“上大研究生就业助管”博客也已经建成，通过

建立就业助管群博客，将各学院搜集到的相关学院的就业信

息发布在博客上，既保证了及时性，又方便助管和毕业生随

时查看。 朱佳贤告诉记者，当初申请“就业助管”这个岗位

，主要是考虑到“学姐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工作三周

，朱佳贤说她自己也增强了就业的忧患意识，我对当前的就

业形势更加了解了，对社会需求也有了感性认识。此外，“

当初考研的时候自己得到了师兄师姐的帮助，现在也是回报

他们的时候了。” 校方表态 【初衷】危机下求突破每个助管

负责50名毕业生 “这就是就业助管的工作”，上海大学研究



生工作党委副书记李坚告诉记者，这支“研究生就业助管队

伍”的44名学生是在报名的100多名研究生中挑选出来的，基

本上每个学院有一到两名，百考试题。 他们的工作就是对浩

瀚的就业信息中有针对性地分门别类、搜集整理，然后通

过QQ群、电子邮箱、就业博客、飞信等便捷通信方式，及时

向毕业生们发布信息。李坚说，“毕业生们既要完成毕业论

文，又要找工作，平时特别忙，而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课业

相对轻松，由他们先帮毕业生筛选一下就业信息，可以帮助

毕业生不用再直接面对庞杂的就业信息，也不用再坐守等待

招聘会或宣讲会，而是从信息分类里二次选择，主动挑选适

合自己需要的求职岗位。” 记者采访获悉，除了搜集信息，

助管们每人还负责50名毕业生的就业工作。“他们首先必须

对自己负责的毕业生全面了解，然后根据他们的专业特色、

求职意向、求职地区，为他们寻找对口的职业信息”。李坚

告诉记者，目前已经有毕业生通过助管提供的信息得到了面

试机会。 【双赢】月均300元让在读生更早了解社会 虽然工

作只有三周多，但是陆续有毕业生反馈说通过助管提供的信

息得到了面试机会，也有毕业生表示助管们提供的招聘会信

息很及时。将于今年7月毕业的文学院历史系研究生小王告诉

记者，“一开始我还不能接受这个助管，觉得我自己找工作

，一个还没毕业的小孩子掺和什么啊？可后来当他们将就业

信息发给我的时候，我发现确实让我省力不少，我现在又要

写毕业论文又要找工作，也确实精力不济，这对我很有帮助

。” “这是一项双赢的工作。”李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由于学生求职中存在比较严重的跟风现象，这使得他们在

求职中存在“四大集中”集中时间、集中地域、集中行业、



集中用人单位，这极大地加大了就业竞争激烈程度。就业助

管的出现，可以根据毕业生自己的个性、能力，把个性化的

职业信息分别输送给相应的毕业生，帮助他们将毕业生求职

的焦点从东部沿海大城市转向全国；把择业定位由政府部门

、金融行业等转向生产服务、生活服务等领域，使大学生的

择业在从集中到分散的过程中突围。而这些研二的助管们，

每个月也将享受月均300元的补贴。这样算下来，每年学校在

助管岗位投入的资金即有十多万。 李坚表示，“钱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工作能够使在读生及早了

解社会需求，为自己的职业设计、学业规划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从而带动身边同学一起关注就业、合理规划职业生涯，

充实自己的研究生生活。” 【约束】奖惩分明学生助管工作

考核表很详细 如何让这十万多元物有所值，如何调动研究生

助管们的积极性，上大研工委也动足了脑筋。“我们有非常

严格的考核机制，对于业绩优秀的助管，我们会及时进行表

彰，对于做得不好的，就换人。”李坚告诉记者，研工委已

经制订了一个非常细致的考核表，针对各项工作，定期要求

助管给自己打分，同时研工委也会为他们打分。“打分标准

主要看他们的工作业绩，如他们一周内发布了多少招聘信息

，有多少毕业生因此得到了面试机会；如本阶段做了几个调

研，调研情况如何等。”李坚说，每隔一段时间他们还将做

“毕业生满意度调查”，这也是考核助管的一项重要指标。

“毕竟，毕业生是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 前景 计划设置“

区域经理” “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就业形势让我们必须行动

起来了！”李坚告诉我们，“研究生就业助管队”是学校针

对当前就业形势快速作出的应对措施。这项工作仅仅是一项



尝试，效果如何还有待检验。 “目前我们也只是在摸索中，

很多研究生原先没有工作经验，对于社会的需求了解并不多

，自己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助管们的工作成绩也参差不

齐。我们的主要目的其实更是为了促成研究生自我管理、自

我服务。” 李坚称，如果研究生就业助管队伍效果明显，今

后将会把助管这一岗位固化下来，每年选择一批研二学生参

与此项工作，同时进行市场运作、项目负责制，即设立“行

业经理”、“区域经理”等。“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今年就

业形势非常严峻，所以校方也鼓励学生回家乡就业。”李坚

表示，将来他们就计划针对江西、四川、河南、山东等就业

意向相对集中的省市区域，设立就业市场开发部“区域经理

”，在各自区域内有目的性地搜集就业信息，开拓就业市场

。 专家点评 此举有利于解决学生信息不对称 对此、市政协委

员胡忠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造成大学生就业难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信息不对称，研究生就业助管队伍专

门召集一批人来收集、整理信息，可以确保毕业生获得更为

丰富、充实的招聘信息，是帮助毕业生扩大就业的一项有益

措施。”此外，这也是低年级学生了解社会需求的一个有效

途径。这种做法在部分学校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考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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