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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届高职会计、电气自
动化技术专业毕业生半年后就
业率较高，分别为 93.7% 和
93.2%；而护理专业就业率较
低，仅为89.0%。

从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
来看，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技
术专业优势明显，分别为 3226

元和3219元；护理专业月收入
相对较低，为2504元。

从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来
看，护理专业从事相关工作的
毕业生比例较高，为94%；其次
是建筑工程技术，为 84%。而
数控技术专业、物流管理专业
分别只有41%和47%的毕业生

从事的工作与专业相关。
护理专业毕业生虽然收入

较低，但就业现状满意度较高，
为 60%；机电一体化技术和数
控技术专业毕业生虽然收入较
高，但就业现状满意度较低，分
别为46%和47%。

此外，2013届护理专业高

职毕业生毕业半年内离职率相
对较低，为 16%；而物流管理、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毕业生半
年内离职率均高达49%。

要注意的是，如果专业的
某些就业指标不理想，并不意
味着所有高校的此类专业都不
宜报考。

▶十大热门高职专业 学数控高薪满意难

2014年大学生就业率调查显示——

会计学最好找工作

一年一度的《大学生就业蓝
皮书》由第三方教育咨询机构
麦可思组织编写，据了解，今年
的蓝皮书将于 6 月份正式发
布。

众所周知，社会需求、高校
招生规模以及考生和家长的偏
好等多方面因素都有可能是导
致一些专业热门的原因，但是
这些专业的毕业生是否能“适
销对路”？高考热门一定能成
为就业热门吗？

据悉，在今年的蓝皮书中，
编写者特别挑选了 2013 届大
学毕业生就读比例较高的前十
位本科和高职专业，对其就业

率进行了调查。这些数据对即
将参加填报高考志愿的考生来
说，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参考
资料。

此次调查的数据是从全国
层面来统计的。由于各地的劳
动市场供需情况不同，每所学
校的办学条件和培养特色不
同，调查数据不一定代表各省
份的该专业实际状况，也不能
代表某所高校该专业的实际情
况。

从 2013 届毕业生半年后
的就业率来看，会计学和土木
工程专业较高，分别为 94.0%
和 93.9%；而法学和艺术设计

专业处于相对弱势，分别为
86.3%和89.1%。

从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
来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优势明显，为 3931 元；艺术
设计和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对较
低，分别为3236元和3303元。

从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来
看，土木工程专业从事相关工
作的毕业生比例较高，为
93% ；其次是会计学，为
86%。而国际经济与贸易和法
学专业毕业生较难做到“学有
所用”，分别只有 56%和 59%
的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专业相
关。

各专业之间就业现状满意
度的差距则不那么显著。相对
而言，会计学专业毕业生就业
现状满意度较高，为63%；其次
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较
低，为51%。

此外，2013届土木工程专
业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内离职
率相对较低，为11%；其次是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为
15%。而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生
半年内离职率高达33%，英语、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离
职率也较高，均为30%。

▶十大热门本科专业 会计学最好找工作

同属于最热门的十大本科专业，会计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高达

94.0％，而法学专业却只有86.3％，两者差了将近10个百分点。这是即将

发布的《2014年大学生就业蓝皮书》透露的。

求职时应注重细节突出优势
切勿华丽包装 切忌盲目投简历

■求职技巧

2014年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难就业的一年，但是也有很

多公司在招聘，主要是看大学生是不是很挑剔了，因此大学

生们在求职时，学习些求职技巧很是必要，那应届生求职需

要注意什么呢？

○细节决定成败

“一种行为会培养一种
习惯，一种习惯会形成一种
性格，性格往往决定命运。
求职时要注重细节，细节往
往会决定成败！”随着社会的
纵深发展，企业对人才的考
察已非停留在专业、技能、经
验的需求，同时考虑人才的
性格、合群、创新能力，注重
细微之处。

可有些求职者不能真正
领会“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
善小而不为”的古训，导致求
职败北。企业用人缘何对细
节管理情有独钟？一企业负
责人举例说：“如果财务人员
做账时，如果数据没算好，就
有可能导致企业损失。”为减
少企业管理的失败成本，选
择人才时注意细节考察，当

然顺理成章了。如果应届生
未能注意自己的行为而失去
工作，就有点令人痛惜了。

○突出自己的优势

应届生与社会人士相
比，自有其不足之处，但未必
所有环节都居人之下。如果
在求职过程能将自己的性格
特征、专业优势、鲜明亮点表
现出来，或许能让用人单位
耳目一新，“万花丛中一点
红”，被录用的可能性就会增
加。

可相当多的应届生，因
不擅总结自己的优点、不能
发现自己的长处，导致求职
失败者比比皆是。

○乐意从基层干起

笔者曾采访过部分从事
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同行，

他们承认，超过八成的企业
事实上需要招聘应届生，企
图从知识层次改变后备人才
不足的困境。可因招聘到的
应届生不愿到基层接受必需
的锻炼，使得相当多的企业
在百般无奈之下只好忍痛割
爱，找些学历、专业、悟性并
不如应届生的初高中生做学
徒或培训干部。俗语常言：

“万丈高楼平地起”。如果应
届生不愿到基层接受锻炼，
会有哪家企业敢冒风险，将
项目交给一个几乎没有驾驭
风险能力的新手呢？如果应
届生要想成为企业的顶梁
柱，在社会这所大学中，还需
到基层去吃苦。

○温馨提醒：

忌盲目投简历为了加快
求职进度，很多求职者在网

上密集投递简历。专家表
示，网络招聘时应避免盲目
投简历，要将个人的求职意
向、专业知识、技术背景与用
人单位的职位要求对口。

忌只盯综合网站在当前
求职的“井喷”时期，切勿将
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尝试
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网站注
册简历，搜索招聘信息，或许
更具有针对性。

忌过分“包装”厚厚的简
历，漂亮的艺术写真……似
乎成了招聘会上必备的行
头。专家提醒，求职切勿华
丽包装，突出个人优势即可，
简历以精简为好，以便人力
资源部门筛选。

以上就是关于2014年
大学生怎么求职最合适的一
些情况，这些内容也是对大
学生比较重要的。

■求职观点

90后“隐性就业”

需要理解与帮扶

部分大学生求职

“托关系”成惯性

今年面对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不少“90后”
大学毕业生选择“隐性就业”，力求避免“毕业即失
业”。

所谓“隐性就业”，有别于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在企事业单位就职，而是靠灵活的开网店、当家教
等似乎“非正式”的活计赚钱谋生。由于后者不被
计入有关就业统计，也有了“隐性就业”的说法。

必须指出，“隐性就业”也是就业。这是毕业
生务实、积极地融入社会的表现，不能因为其看似

“非正式”，就戴着有色眼镜视之。恰恰相反，相对
于无业在家当“啃老族”，青年人开网店与做家教
本质上是在自主创业，社会应当点赞，更应给予鼓
励和支持。君不见，一些网店做得风生水起，不仅
能填满创业者的饭碗，还会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
题。做家教同样是利用知识与技能储备传播桃李
芬芳，只要赢得学生与市场的认可，就无可厚非。
将视角拉得远一些，阿里巴巴的马云、新东方的俞
敏洪都是“非主流、自主创业”的前辈，他们对人们
购物方式的改变、对英语教育的革新、对自身价值
的实现，有目共睹。

今天的青年与曾经的青年不可能在思想与行
为上完全相同，否则社会恐难进步与发展。从这
一角度，今天的“非主流”未必不会成为明天的“主
流”。只要青年追求的目标积极向上，就不应“局
限”其探索实践的方式。年轻人的稚嫩与不成熟，
需要年长的成熟者以包容宽厚的心态对待，并且
努力扶上马送一程。对于新领域带来的新问题，
离不开“新人与老人”共同求解。

2014年某省公务员考试成绩即将公布，某高
校应届毕业生张勃（化名）有些惴惴不安，他说：

“能进面试就板上钉钉了，我爸都打点好了。现在
就怕成绩不达线。”笔者调查发现，在大学生的求
职过程中，像张勃这样想尽一切办法托关系的并
不在少数。

去年进入南京一家国企工作的陈然月薪五千
元，算上各种奖金福利，年收入在七八万元。“上班
快一年，我还没赚回‘本’呢。”陈然称自己这大半
年是“免费打工”，因为“目前为止，拿的钱还没找
这份工作上上下下打点花的钱多”。

这个工作到底花了多少钱？陈然没有透露，
只是说：“别的不说，光高档香烟前前后后就送了
上万块钱的。”

一位曾为人“牵过线”的公务员说：“总体来
说，越热门待遇越好，花钱就越多。另一方面，如
果经手的人多、需要疏通的环节多，花费往往就越
大。”

笔者在随机调查中发现，“找工作必须托关
系”的思维在一些人心中甚至成为定式。在江苏
某厅局工作多年的李某告诉记者，他们单位近年
来招录的公务员，不少人都在面试环节前找过关
系。“虽然不能说就是靠人情进来的，但很多人都
托了人情是事实。”李某说。

其实很多人找关系的目的甚至不是为了“求
关照”，而是为了求“公平”。南京市民陆齐辉就
说：“找关系攀人情更像吃定心丸，你不知道别人
是不是找了关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能找到关系
就一定要找。不然，很有可能被那些找了关系的
人硬生生挤下去。”至于找关系可能带来剥夺了其
他人的平等机会，被采访的人大多表示“各扫门前
雪，这世界本就不公平，无法为别人想那么多”。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副教授邵晓莹表
示，很多人都有办事就要“托关系”的惯性思维。
但如果“人情”成为大学生求职成败的“决定因
素”，必然会产生不公，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同时，
很多求职“人情”伴生了各种交易腐败现象，值得
警惕。

人情求职最常见的无疑是权钱交易，“你送好
处，我给工作”。此外，权权交易现象在求职中也
相当普遍。

邵晓莹认为，对于求职“人情化”中伴生的各
种交易和腐败现象，有关部门要在制度上加强约
束，特别是加强政府公务员和国企员工的招录合
理性、公平性，“说来说去还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
不能让徇私现象侵害整个社会。”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