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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孙艳

大大学学生生就就业业如如何何走走出出误误区区

【现象一】
心态错位 高不成低不就

数字显示， 2016年全国普通
高校毕业生高达765万人。 今年，
全国高校毕业生总量达到795万。
人 们 总 说 大 学 生 就 业 难 ， 而
这个 “难” 字背后既包括客观的
因素， 也免不了就业者主观心态
的干扰。 高不成低不就则是其中
之一。

“上大学就是想找到体面的
工作， 一般的单位真是看不上。”
大四学生小吴即将从一所名牌大
学毕业， 在象牙塔里生活了4年
的她， 得过奖学金、 参加过学生
会， 还是班干部。 聊到就业， 她
话里话外透露出无限的优越感和
高眼光。

小吴学的是会计专业， 虽然
成绩优秀， 但是她并没有考研究
生的打算 。 “我想尽早踏入社
会， 开始工作。” 大学四年， 小
吴也有过到单位实习的经验。 因
为去的都是一些知名单位， 小吴
的就业心态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我怎么也是个名牌大学的学生，
还是要去个大企业工作。 起点要
高， 才能有发展。”

小吴介绍， 家长也曾给她介
绍工作， 但是一听工资和单位规
模， 小吴当即否决了。 “就是不
想去。” 虽然不想去没有名气的
小单位， 但是名牌会计事务所的
大门似乎没那么容易打开。 “有
名的单位要求特高， 都是名牌大
学生来应聘 ， 个个都是精英 。”
小吴表示， 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
就业心态， 她也很矛盾。

记者发现， 不少毕业生甚至
是 已 经 就 业 的 毕 业 生 ， 都 有
过 小 吴这种 “高不成低不就 ”
的就业心态。 “这种心态真是要
不得， 很可能耽误你找到合适的
工作。” 从事文化传播工作的杨
艳介绍， 自己也经历过找工作的
艰辛。

“主要是心态不正确 ， 总觉
着自己是名牌大学毕业生， 上来
就想找大企业。 但是又不符合他
们的要求， 小的单位看不上， 就
不去。 一来二去， 错过太多就业
机会。 待业一年多， 才找到现在
的单位。” 杨艳说。

【现象二】
缺乏经验 盲目创业

近些年， 不少大学生在毕业

时， 没有选择就业而是走向创业
的道路。 对于大学生创业， 国家
也出台相关措施， 让这些刚刚走
出大学校门的学子获得更多的支
持和鼓励。 今年4月， 国务院印
发 《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
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意见》
提出，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促进计划， 健全涵盖校内外各阶
段 、 就业创业全过程的服务体
系， 促进供需对接和精准帮扶，
鼓励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

“虽然大学生创业也是不错
的选择， 但是需要提醒的是， 选
择创业前还是要做好各种调查，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 切勿冲
动、 盲目。” 李晓说。 毕业已经
两年多的李晓经营着一家餐厅。
两年前， 她和所有大学毕业生一
样， 为就业而抓耳挠腮纠结过一
段时间。

“我大学学的是法学专业 ，
说实话， 当时选择这个专业时就
欠考虑。 盲目跟风， 毕业前找工
作真是挺难的。 而且我的性格也
不太适合做这行。” 喜欢美食的
李 晓 产 生 了 开 餐 厅 的 想 法 。
“一方面是就业难 ， 我实在不
想 为 这 事浪费太多时间 。 再有
我也为创业做过功课， 其中的困
难， 可能遇到的问题， 我都反复
考虑过。”

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 最终
李晓的主题餐厅开起来了。 “我
身边也有大学生来过餐厅， 也萌

发创业的想法， 每次我都会和他
们说， 创业值得鼓励， 但还是要
谨慎对待。 自己创业没有想象的
那么简单 ， 有成功的也有失败
的， 这两方面都要有心理准备。
像我的店， 刚开始经营时， 生意
也比较惨淡。 还有要结合自己的
经济实力， 不能给家人带来太多
的负担。 总之不能盲目创业。”

【建议】
敢于从基层做起 要能放得下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
《201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
显示， 2015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
的就业率为91.7%， 与2014届的
92.1%和 2013届 的 91.4%基 本 持
平。 从数据来看， 大学生就业率
并不低， 但社会上仍然弥漫着就
业难的气息。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人事科
学院研究员吴江指出， 我国目前
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很
多， 其中就业观念问题是很重要
的因素。 现在大学教育逐步从精
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 在此过
程中， 大学生就业观念也应适应
调整。 但从现实情况看， 这种调
整的节奏有点慢， 大学生还是明
显存在以自我为中心、 就业期望
过高的问题 ， 尤其是对就业单
位、 工作强度、 薪酬待遇等方面
的要求还是比较高， 比如， 很多
大学毕业生仍然比较青睐政府部

门、 外企、 国企、 大企业， 但这
些单位总体上用人量有限 。 因
此， 在求职过程中往往存在 “高
不成 ， 低不就 ” 的现象 。 实际
上， 就我国吸纳就业的情况看，
大量的中小企业才是人力资源的
最大需求方，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
提供了80%城镇就业岗位， 是我
国吸纳就业的主体。

吴江提出， 其实不是找工作
难， 是找好工作难。 刚走出学校
的大学生不能只把眼睛盯着那些
高大上的岗位 ， 不愿意脚踏实
地， 必须要从基层开始做起。

吴江建议， 要妥善解决大学
生就业问题， 除了在政府及社会
的大力帮助下， 不断地拓展就业
渠道外， 还必须使大学生放下眼
高手低的择业心态， 脚踏实地，
从小事做起。 很多学生从高考时
目标就不明确， 别人说哪个专业
热门就报哪个， 进了大学更是茫
然， 毫无目标追求地度过大学时
光， 这样出来的学生核心竞争力
就不强。 要想就业不难， 最关键
还是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鼓励先就业后创业

近年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热潮涌动， 国家和地方也先后
出台了许多鼓励“双创”的政策，
大学生群体创业成为社会热议的
话题。 在大量成功案例涌现的同
时，大学生创业缺少创新、成功率

不高等问题也受到人们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林达集

团董事长李晓林表示， 大学生渴
望成功， 希望通过创业实现自己
的人生理想和价值， 也可以带动
社会就业。 这种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一定要深思熟虑、 准备充分
之后再去行动。 不仅要创业， 还
要注意创业的成功率。

创业经验方面， 李晓林自己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走出校门
后李晓林并不是直接就创业了，
而是工作了11年之后， 积累了大
量工作经验、 社会阅历并对想从
事的行业有了充分了解之后， 才
做出创业的决定。

大学生走出校园后， 首先考
虑的是先就业， 找一个自己喜欢
或适合自己专业的岗位去实习或
工作。 通过积累工作经验， 然后
才谈得上去创业， 这样有利于提
高创业成功的概率。

单位不可设置“出身门槛”

针对供职单位， 只录用985、
211工程学校的应届生、 全日制
硕士以上学历的毕业生、 不招二
三本院校、 民办院校毕业生， 这
样的 “门槛” 不可设置。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人事科
学院研究员吴江通过日常的调查
发现 ， 当前就业歧视的表现很
多， 现在除了性别歧视、 户籍歧
视外， 还有第一学历歧视， 很多
单位提出本科不是211或985院校
的毕业生就不招。 比如， 有些单
位的招聘与用工对毕业生就业有
不利影响， 有的搞萝卜招聘和内
部招聘、 有的用工不规范， 通过
人为压低待遇等方式降低用工成
本， 从而形成就业岗位的人群替
代效应。

当前社会对人才和高校毕业
生缺乏系统、客观、全面的评估机
制。这导致企业在选人、用人时因
为没有一把尺子，对人才做一个
全 面 评 估 。 而 有 的 企 业 可 能
每 年 只 会 招 聘 某 一 专 业 的 一
个大学生。 面对这种实际情况，
企业只能人为地为毕业生设置
“出身门槛”， 寄希望招收到优秀
的人才。

吴江表示， 就业歧视一直是
影响就业的重要问题， 相关部门
和用人单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砍掉为大学生设置的 “出身门
槛”， 给更多优秀的大学生提供
施展才华的舞台。

又又到到一一年年毕毕业业季季，， 对对于于走走出出大大学学
校校门门的的莘莘莘莘学学子子来来说说，， 就就业业成成为为摆摆在在
他他们们面面前前的的一一道道考考题题。。 心心态态摆摆不不正正、、
盲盲目目创创业业…………怎怎么么才才能能顺顺利利地地找找到到适适
合合于于自自己己的的工工作作岗岗位位呢呢？？

专家： 转变心态 从基层做起 先就业后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