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求职大幕刚刚拉
开， 但与去年相比， 想创业
的学生明显增多， 那想创业
的大学生会考虑什么因素
呢？ 据第三方调查机构麦可
思调查统计显示， “创业项
目预计是否可以成为未来的
热门产业 ” （本科生28%，
研究生 27% ， 高职高专 生
29%）、 “自己是否感兴趣”
（本科生29%， 研究生27%，
高职高专生25%）、 “启动
资 金 的 多 少 ” （ 本 科 生
24%， 研究生20%， 高职高

专生28%） 是大学生选择创
业项目时最主要的考虑因
素。

北京科技大学硕士小高
明年毕业， 他不打算凭借好
专业找一份稳定高薪的工
作 ， 而是要和三个同窗创
业， 开一家网络游戏公司 。
“技术有了， 资金通过自筹
解决了一部分， 我们有一个
专利， 有风投对此感兴趣 ，
目前正在谈 ， 估计问题不
大。 眼下我们正在找场地 ，
希望明年初就能挂牌。”

———探访2016届毕业生就业行情 □本报记者 任洁 闵丹/文 于佳/摄

专题【关注】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 张旭│美术编辑 王巍│本版编辑 白莹│２０1５年 10月 28日·星期三０６

这个就业季有啥新特点？
2016届北京高校毕业生数量达到24万， 比2015届增加7000人左右； 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更比去年增加22万，

就业压力明显增大。 与往年相比， 毕业生是否还把留京作为主要目标？ 在工作单位的选择上， 有哪些新趋势呢？

北京大学生就业之家近日举办
首场毕业生专场双选会， 80余家单
位带来2500余个岗位， 吸引来2000
余名应届毕业生， 与去年相比基本
持平。

现场的摊位虽多， 但明显 “冷
热不均”， 事业单位、 知名国企的
展台前排起长队， 市政工程设计研
究总院、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人大

附中朝阳学校等单位备受毕业生的
青睐， 像中国农业发展银行1个多
小时里已经收到100多份简历， 咨
询、 投简历的毕业生就没断过， 延
续了近两年的求职特色； 而一些私
企展台前 “门可罗雀”， 乏人问津，
招聘人员无聊地玩起手机。 有的私
企为了吸引求职者， 干脆把 “北京
户口” “五险一金” 字样直接贴出

来 ， 果然吸引到很多人过来投简
历， 一度也要排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女生小吕与
同学在现场转了几圈， 把9份简历
全部投给事业单位， “家里希望我
能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我学的是经
济方向， 希望能学以致用， 但如果
事业单位要我改行， 也没问题， 只
要能留下。”

【就业趋势调查】

■事业单位与知名国企热度不减

由 北 京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处 、 北
京 市 毕 业 生 就 业 服 务 中 心 、 北
京 外 企人力资源服 务 有 限 公 司
（FESCO） 共同主办的第二季 “职
为 你 来 ” 中 外 企 业 校 园 行 公 益
活 动 10月中旬在北京大学正式启
动 。 在 活 动 现 场 ， 康 明 斯 （中
国 ） 投资有限公司、 长江商学院、
光 大 银 行 、 甲 骨 文 （中 国 ） 软
件 系 统有限公司 、 大唐移动通信
设备有限公司、 安永 （中国） 企业
咨询有限公司、 道达尔 （中国） 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知名中外企
业带来了近千个需求岗位 ， 涵盖
IT、 金融、 电子、 快速消费品等多
个领域。

第二季 “职为你来” 中外企业

校园行活动自10月15日开始， 到11
月6日结束， 历时23天， 分别在北
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理工
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邮
电大学、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六所
高校举办就业招聘活动， 预计组织
用人单位400余家次， 提供优质就
业岗位1万余个。

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郝杰表示， 去年11
月， 第一季 “职为你来” 中外企业
校 园 行 活 动 吸 引 了 包 括 朗 讯 、
IBM、 甲骨文、 远洋地产、 亚马逊
等174家次中外知名企业， 提供优
质岗位7000余个， 现场接收毕业生
简历5000余份， 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近1000人。 今年， 企业的招聘需求
明显增强， 进校园的企业数量翻了

一倍。
就目前招聘企业的类别来看，

互联网行业仍是最火的， 其次是医
疗卫生、 文化创意， 能源、 重型机
器等行业次之。 他指出， 目前高校
毕业生的创业意愿较强， 且学生找
工作的针对性更强， 这对供需市场
是好事。

为了让活动可以惠及更多企业
和高校学生， 整个活动期间， 现场
将为大学生提供就业政策咨询、 毕
业生实名登记 、 就业创业指导 、
就业见习等多项公共服务。 同时，
FESCO利用 “FESCO职享汇 ” 微
信 服 务 号 搭 建 了 “ 职 为 你 来 ”
专 属 通道 ， 为企业和学生提供在
线的职位发布、 职位查询与简历投
递等功能。

■企业对人才需求同比明显增强

在北大举办的 2015 “职为你
来 ” 中外企业校园行首场活动现
场， 记者发现， 最受应届生青睐的
还是金融和IT行业。 本来是下午两
点开始的活动， 不到一点半， 就陆
续有毕业生排队入场， 不少招聘单
位的展位前已经排起长队， 特别是
银行等金融类单位的展位前， 更是
挤满了求职的学生。 在光大银行的
展位前 ， 两名招聘人员一边看简
历、 一边问问题， 非常忙碌。 与金
融机构备受应届生青睐相比， 一些
咨询和服务行业则少有人问津， 不

少前来投简历的毕业生都表示， 之
所以倾向金融机构， 主要是考虑在
待遇上更有保障， 而且工作也更稳
定。

今年毕业的小张学的是中文专
业， 她有一些媒体的实习经验， 希
望能参与到一些大型机构的新媒体
部门进行锻炼和学习 。 她告诉记
者， 平时关注新型媒体比较多， 也
有一些想法， 期待能在更大的平台
上发展， 对毕业初期的薪水要求并
不高。 甲骨文 （中国） 软件系统有
限公司的一名招聘人员则告诉记

者， 公司对IT人才的需求比较大，
一方面需要考察应聘者的实践能
力， 另外也要看学习能力。 现在互
联网科技发展迅速， 毕业生入职后
需要学习的还很多。

对比企业的招聘热情， 毕业生
们的态度并不 “急迫”。 一位正在
排队的毕业生告诉记者， 听说今年
的毕业生人数不少， 但她和不少同
学并不太担心工作的问题， 如果暂
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可以一边
创业一边找工作 ， 或者再考研 ，
“可选择的方式其实特别多”。

■应届生求职最青睐金融机构

京津冀协调发展战略出
台后， 不少河北籍学生开始
考虑回家乡发展。 中央财经
大学小欧来自石家庄， 他说
去年还在为工作单位选北京
还是家乡犹豫不决， 今年暑
假已下定决心， 并且已经联
系好家乡一家国有银行， 下
月开始实习。 “我这个月会
陪女友找工作， 她想趁年轻
在北京闯荡一阵子， 见见世
面。 如果不能解决户口， 过
两年就踏实来石家庄找我。”

被问到万一女友在北京
工作两人就成了异地恋时，
小欧笑了， “北京和石家庄
离得多近啊， 坐火车1个半
小时就到了， 相当于从学校
到通州， 不会影响我俩感情
的。”

除了河北籍学生外， 一
些周边省市的毕业生也看好
京津冀经济圈 ， 把 求 职 意
向从北京 扩展到京津 冀 。
山西临汾籍应届生周晓华
毕业于北京一所普通院校，
考虑到学校没有名气， 专业
很一般， 又缺乏人脉， 他说
估计在北京很难 找 到 满 意

的工作 ， 这次参加完北京
的毕业生双选会后 ， 会接
着去天津和石家庄碰碰运
气 ， “我很看 好津冀未来
的发展， 政策刚出台不久 ，
各大企业都需要人才， 我赶
紧过去占上， 等过一两年就
不好进了。”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 ，
很多毕业生不再把留京作为
唯一或主要选择， 而是开始
理性思考， 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回家乡。 一项名为 《2015
届应届大学生回流意愿调
查》 显示， 41.8%的毕业生
愿意 选 择 返 回 家 乡 就 业 ，
没有回流意愿的毕业生只
有31.5%。 来自华北 、 华东
的应届毕业生回流意愿最
高 ， 达到61.9%， 其余依次
为 西 南 （ 38.9% ） 、 西 北
（38.9% ） 、 华中 （ 30.8% ） ，
来自东北的毕业生回流意愿
最低 ， 只有29.2%， 说明经
济越发达的地区对于吸引毕
业生回流的作用越强， 同时
西部大开发创造了较多的就
业岗位， 也深深吸引了毕业
生。

■京津冀一体化带动毕业生就业半径扩大

■本科生创业最注重是否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