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业生应该提升适应岗位的能力

记者： 您认为大学生应该如
何实现合理就业？

郑成龙： 我的求职经验就是
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提前定好自
己想去的企业， 多加了解； 在面
试的过程中要体现自己的专业素
养， 不骄不躁， 展现好自己的优
势 ； 面试后要保持和人力的联
系， 确保跟进自己的求职进展。
同学们也都互相帮助， 有什么好
的企业会互相推荐。

我在大三的时候就确立了要
工作的目标， 开始关注一些比较
感兴趣的企业， 提前去了解这个
公司的整体情况， 另外会向已经
就业的学姐学长去了解一下整个
行业的现状和目前比较具有优势
的一些企业。

所以我的建议， 首先是要了
解自己的性格和就业需求。 就业
需求包括你期望的工作地点、 工
作性质和薪资待遇等； 其次是要
多了解这家企业的情况， 向往届
的学长学姐和老师多请教； 最后
是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无论是简
历还是面试技巧等， 不需要特别
刻意， 但是一定要充分展现最好
和最自信的自己， 这样在找工作
的时候才能有的放矢。

孟娴： 对于用人单位来说，
选择大学毕业生最主要是看重学
生如何 “调整就业心态 ” ， 而
“提高职业素质 ” “提高技能 ”
反倒其次； 而大学生甚至学校看
来， “提高技能” 及 “提高职业
素质” 是最主要的， “调整就业
心态” 并不重要。 用人单位认为
“德才兼备” 是用人的恒久标准，

单位对毕业生 “品德” 的重视程
度远远比毕业生自身能力的重视
程度要高得多。

像我们这样新创的社交电商
平台， 需要的是有归属感、 责任
心、 可以快速适应以及更快变化
的人才加入。 所以， 毕业生要转
变观念， 充实完善自我， 合理定
位。 毕业生要想顺利就业， 必须
有扎实的知识基础， 不断地增强
就业能力和本领 ， 拓宽择业视
野， 提高综合技能， 全面提升自
身素质， 准确把握自身特点， 不
畏艰险。

转变就业观念是解决大学生
就业难题的思想基础。 首先， 要
转变一次就业定终身的观念， 树
立 “先就业求生存， 后择业谋发
展” 的思想。 正确定位自我， 合
理就业期望值， 不要一味追求高
收入、 大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就
业。 其次， 要转变依赖学校和家
庭的观念 ， 把握好一切就业机
会， 尽早接触社会， 尽早抢占就
业先机， 积极主动地应对就业市
场的各种挑战。 再次， 要客观分
析自己， 学会正确的面对挫折，
要以积极心态面对就业竞争压
力， 以乐观、 诚实的形象迈出走
向社会的第一步。

刘赵淼： 就业难的实质是择
业难。 建议毕业生求职时， 一是
尽早明确自己适合干什么 。 分
析、 定位是职业生涯规划的首要
环节， 就业前要先进行职业生涯
规划 ， 也就是确定与自己相匹
配、 有可能入职、 且自己心仪的
岗位。

二是全力向确定好的就业目
标冲刺。 毕业生需要以积极主动
的态度投入就业准备中， 通过系
统的学习、培训、实践，不断完善
专业知识体系，磨练就业技能，增
强社会适应力和竞争力。 毕业生
要不断反思与内省， 既不要高估
也不要低估自己的职业能力，时
刻关注岗位要求与自身职业素质
之间的匹配情况， 实时调整就业
目标和实施路径， 进而逐步实现
就业理想目标。

三是以良好的心态接受求职
结果。 经历都是财富， 我们常常
提到的成功与失败不过是设定目
标的实现与否， 求职目标实现了
就在岗位上勤勤恳恳 、 发光发
热， 失之交臂就反思原因， 整装
再出发。 目标的实现与否， 所引
起的成就与挫折、 愉快与不愉快
的各种感受， 都是人生的宝贵财
富， 是求职路上不断完善提升自
我的必过关卡， 在不断 “升级打
怪” 过程中， 终有一份适合的工
作， 期待与你相遇。

在这方面， 学校开展了一些
就业指导帮扶工作。 我们统筹多
方资源 ， 以学生发展需求为导
向， 联合教育机构、 留学机构、
重点单位开展全方位、 全覆盖的
就业指导服务， 推出 “就业加速
计划” “职场直通车” 等就业品
牌活动。 我们还积极开拓就业市
场， 密切与用人单位的联系， 每
年举办4场参与单位在200家左右
的大型双选会， 并举办密集的行
业类双选会以及宣讲会， 为毕业
生搭建广阔的择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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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何何提提升升高高校校毕毕业业生生
与与用用人人单单位位的的匹匹配配度度？？

理论
圆桌

近年来， 随着高
校扩招， 大学生人数
急剧增加、 就业市场
趋于饱和、 就业分流
不畅、 企业要求也越
来越高等因素， 越来
越多的大学生感觉考
研难， 就业更难。 但
与之相对， 却是企事
业单位觉得可用的高
端人才严重匮乏。 前
不久某企业80万元年
薪招聘应届博士毕业
生却招不到人。 说明
现在缺的不是好工作，
而是许多学生的能力
与好工作的匹配度太
低。 近日， 记者就此
话题进行了采访。

主持人： 本版编辑
嘉 宾： 北京工业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 刘赵淼

每日一淘人力资源负责人 孟娴
2017届北京交通大学毕业生、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孟加拉办事处经营开发部助理 郑成龙

“就业难”的实质是匹配度低

高校应助力毕业生端正择业观

刘赵淼 孟娴 郑成龙

记者： 近年来全国每年毕业
生 数 量 在 700 万 左 右 ， 兴 起
“就业难” 的呼声， 您觉得这个
观点对吗？ 哪些原因造成了 “就
业难”？

刘赵淼： 这可能是多方原因
造成的 ： 一是外部市场因素影
响， 如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 部
分行业招聘需求缩减； 二是 “慢
就业” 现象拉长整体就业期， 一
些学生因考研备战错过上年度秋
季招聘的黄金就业时段， 还有一
些学生择业慎重， 对首份工作要
求较高， 在春季招聘单位与岗位
不合预期的情况下， 主观上倾向
于参加下年度秋招， 延长了就业
周期； 三是由于学生对自身发展
需求提高或者是特殊专业就业要
求等原因， 学生升学热情高涨，
准备二度考研的比例明显上升。

孟娴 ： 大学毕业生 “就业
难” 这个问题在近几年一直备受
关注， 真正就业是否真的难， 是
需要从不同维度来看的。

随着近些年互联网行业的盛
行， 创造了非常多的就业机会，
也确实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 ， 大部分企业热求复合型人
才， 集业务能力、 技术能力、 营
销能力等多种知识于一体的互联
网复合型人才将是人才市场的主
流， 但是不同的企业用人策略是
不同的。 每日一淘是招对的人、
淘汰差的人， 重仓年轻人。 随着
我们在不断拓展新的业务， 我们
永远为新业务准备人才， 所以每
年我们专门留很多实习生的岗

位， 小部分的实习生非常优秀，
顺利度过实习期， 甚至我们还会
让他们来挑选岗位， 但是很不幸
的是剩下一批就直接淘汰了， 所
以毕业生就业难是普遍存在的。

因为现在很多毕业生的观念
里存在几个误区： 一是选地域。
在大学生的意识中， 大都市总是
意味着机会、 高薪和前途， 这导
致最需要大学生的地方少人问
津， 而都市的大学生求职者则人
满为患。 二是挑单位。 大学毕业
生都希望选择一个地域条件好、
待遇优厚、 社会地位高的职业。
三是重薪酬。 高薪水、 高福利等
盲目求富观念在大学生中流行，
带来了就业难的问题。

所以现在大学生需要重视几
个方面能力的培养： 一是自身专
业能力。 二是社交能力。 三是社
会实践经验。 社会实践能够促进
他们对社会的了解， 提高自身对
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的认识， 实
现 书 本 知 识 和 实 践 知 识 的 更
好结合。

郑成龙： “就业难” 这个呼
声似乎从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
挺高的。 相对于前些年， 就业人
数的增加必定会造成就业机会的
减少 。 从大趋势来说 ， “就业
难” 确实存在， 而且一年比一年
更加严峻是一个事实。

我认为造成就业难的主要原
因是国家目前整个行业的发展日
趋完善， 行业人才需求也渐渐饱
和， 但毕业生人数在不断增加，
造成了两者之间的不平衡。

记者： 这两年的就业市场是
什么样的？

刘赵淼： 自2015年以来， 北
工大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均在98%
以上， 高于北京市平均水平， 就
业率保持稳定。 超过1/10的毕业
生被录取到世界500强和中国500
强企业工作， 比如各大银行北京
分行、 国网电力、 移动联通电信
三大运营商以及航空航天等大型
国有企业。

作为市属高校， 2018届北工
大 毕 业 生 在 京 就 业 比 例 超 过
77%， 就业行业多集中在国家新
兴战略和重点发展领域， 主要包
括计算机/互联网/通信/电子行
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金
融业 、 建筑业 、 制造业 、 教育
业， 这六大行业就业比例在71%
以上。

用人单位对2018届北工大毕
业生总体满意度达95.60%， 对毕

业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满意度高
达 97.48% 。 2018届 毕 业 生 中 ，
87%的博士生 、 83%的硕士生和
70%的本科生对首份工作表示
“非常满意” 或 “满意”。 毕业生
在校期间的实习实践经历和良好
的校企合作关系， 对促进毕业生
和用人单位的就业满意度起着非
常积极的作用。

郑成龙： 我是2017届北交大
的土木工程本科毕业生。 相比前
两年， 近两年很多企业的门槛升
高， 比如对于学历的要求都提高

到研究生水平。 就我们学校的毕
业生来说， 就业形势虽然越来越
严峻， 但是大部分人都能够满足
就业的基本需求。

具体到土木工程方向 ， 学
生毕业时去的主要为大型国企工
程单位 、 设计院和房地产等领
域。 其中房地产市场由于一系列
的限制政策 ， 发展受到一定限
制 ， 对 应 届 毕 业 生 的 招 收 数
量 有 所缩减 ； 工程单位也由于
国内市场基建行业的日趋完善，
没有像前几年那样特别大规模的

招新， 但是整体对于行业人才的
需求还在。

平时同学之间聊天， 都更倾
向于能够找个稳定点的工作， 工
资待遇能够得到基本保障， 加上
学校在北京， 很多同学都会考虑
地缘因素。

最终毕业时， 我们班的同学
主要去的还是设计院、 工程单位
和房地产公司。 参加工作的有2/3都
出京了， 出国留学和创业的人较
少， 除了工作剩下的都选择继续
深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