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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境贫寒的新闻系学生李广
是全村唯一的大学生。但在学校
里，因为英语基础薄弱，他一直在
和英语四级考试“较劲”；当他刚
开始一步步熟悉校园生活的时
候，同学们已经换了一茬手机；在
电视台实习了好几个部门，带教
的老师大多觉得他“人不错”，但
没有人推荐他留下来。

毕竟，他的同学里有人父母
都在广电系统工作，是混机房长
大的，还有人从高中起就玩自家
的DV，早就熟悉剪片了。和他们
相比，李广除了“为人真诚有爱
心”，没有太多留下的理由。

一些同学家境殷实，找工作
并不发愁。而武汉大学的张译半
年来先后赶往北京、南京、杭州等
地参加面试。为了省钱，他只能选
择坐慢车硬座。“我跟对方说坐火

车去，真的是‘坐’一夜火车。”现
在找工作光车费就花了2000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最新发布
的《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
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里写道，本科
院校毕业生中，城市家庭出身的
毕业生就业率为 87.7%，农村家
庭 出 身 的 毕 业 生 就 业 率 为
69.5%；城市家庭出身的普通本
科毕业生月薪为3505元，农村家
庭出身的是2851元。

调查结果还显示，家庭背景
对就业的影响也很明显：城市家
庭毕业生进入公有部门，如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比
例为 47.8%，农村家庭出身的毕
业生的比例是 31.1%，城市家庭
出身的毕业生进入外资企业的比
例为 10.4%，农村家庭出身的毕
业生为2.5%。（据中国青年报）

学历高为什么“滞销”
能干女生为什么没人要

招聘怪圈亟待突围

“读本科的时候，人家说读了
硕士就有好工作了，后来又说，其
实还是博士好找工作。”张桃说，自
己一步步读成了博士，但找工作并
不轻松。

2009年，西北地区一所民族大
学历史系大四学生张桃第一次找
工作。在她看来，四年只学了点历
史的基础，就业面太窄。同班同学
大多去中小学当历史老师，好一点
的去当选调生，或者当村官。张桃
身体较弱，不能长时间站着，她想

“只要是稳定的工作，就行。”
投了几十份简历，面试五六次

后，张桃考研了。她把目标定在北
京一家科研单位的国际政治系。压
力和艰辛可想而知。她最终走进研
究生笔试考场时，已经几天没好好
睡觉了，“脑袋疼得想撕卷子”。幸
运的是，她考上了。“那时我想，最
起码以后能找个自己喜欢的工作
了。”

两年后，硕士张桃的选择面宽
了很多，出版社或杂志社都有一些

适合的职位。但她的想法变了。读
硕期间，导师带张桃和一些博士写
书，这个过程让她有了新的体会，

“我发现自己很喜欢写作，但文笔
还差很多，我想再读一读。”

没有太多纠结，张桃考博了。
现在，博士张桃又开始找工作了，
她想留在北京，继续搞科研。

张桃发现，国际政治听着大气
开阔，其实“太窄”，北京的众多高
校中，开这个专业的也就十分之
一；一些招聘基础科研人员的单
位，动辄七八百人申请十几个职
位，或者要招5个人，来二三百人面
试；当然，这些单位还优先考虑北
大、清华这类北京高校里的“头
牌”；去出版社相对比较容易，但能
提供户口的也不多……

“在人事科的科员面前，我的
腰弯成了 90度，陪着笑脸，只说是
是是。”一位在广州就读的神经外
科博士诉苦说，自己读完博士就快
40岁了，有时想想都不敢面对这个
年龄，但是，现在很多单位直接从

本科看起，要求基础学历是“211”
大学，还要年龄不要超过35岁。

事实上，“博士找不到工作”这
个说法，并不确切。早些时候智联
招聘针对 2014年应届毕业大学生
进行的调研发现，硕士生和博士生
的 签 约 率 为 33.3% ，本 科 生 为
18.9% ，大 专 生 的 签 约 率 仅 为
15.4%。

但这其中，找到的工作是不
是满意，就很难说了。工作5年多
后，小林毅然辞去北京一份“铁
饭碗”的工作去考博，但博士毕
业时，发现找了一圈，都找不到
更好的单位，无奈之下，只好又
回到原单位。

如今，本科生们对学历的追
求已不如前些年那样踊跃。智联
招聘的数据显示，毕业后打算直
接就业的学生在增加，由 2012年
的 68.5%上升至今年的 76.3%，而
选择继续学习深造的学生比例在
下降，尤其是选择在国内继续学
习的比例，由17.5%下降至14.5%。

博士：满意的工作不好找

“你很优秀，但我们不招女生”

改变命运容易吗

“你有没有男朋友？”在一个高
校行政类职位的面试中，考官丢出
这句问话。

之前有考官这样问时，李静说
有男朋友。接下来对方就问男朋友
哪里人、工作找得怎么样、什么时
候结婚、打不打算要孩子。伴随每
一个答案，都是忧虑地推断：“工作
没两年就要以家庭为重了吧？”

李静这次说，没有男朋友。考
官不可置信地“啊”了一声，“不可
能吧？”

未来五年内结婚生育等问题，
被戏称为“求职婚恋五年规划”，几
乎是女硕士、女博士应聘中的必答
题。由于本科女生年龄较小，被拷
问这套题的可能性降低很多。

“婚恋五年规划”及相关的变
形题很多。“男朋友”这套题，最好
的答案就是像李静一样说“没有”。
但除了这个角度，用人单位还是会
想其他办法套出答案，或者直接从
年龄推算。“其实企业就是想知道，

应聘的这个女生什么时候要休产
假，说不定那时候就要跟你解除劳
动合同。”李静说。

偶尔李静也听见考官问男生
类似的问题。要是对方说找女朋友
了，考官就特别满意，“小伙子很稳
重！”要是对方还没找女朋友，考官
好像也很满意，“哎呀，男人以事业
为重，30岁再谈朋友也不算晚。”

北京一家“985”大学研二女生
肖夏，遇到了更尖锐的考题。

在经历一次笔试以及两次面
试之后，肖夏走进了最终面试考
场。刚刚坐定，一位副总裁就问她：

“你是怎么看待办公室恋情的？”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

题。”肖夏说，她都忘记自己是怎么
应对这么尴尬的问题了，只感觉这
家企业自始至终，都非常关注女性
应聘者的婚恋问题。

就业季里，很多优秀女生备感
不平。

有些企业在招聘时，直接注明

“仅限男生”。一些用人单位通过
学校院系发布招聘需求，大多事
先声明“男生优先”。肖夏的同学
齐琦说，有些单位考虑到某职位
出差频繁、野外作业以及搬抬重
物等职能要求，可能会倾向于招
收男生，也属正常。“但让人生气
的是，有些岗位的职责就是普通
的行政工作，却也注明男生优
先。”

北京某高校学生资助中心有
一个岗位对外招聘，财会专业研究
生谢雪“杀”到了对方办公室，毛遂
自荐。但该中心负责人先是吞吞吐
吐，后来实在拗不过说了实话。目
前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女的，
一个男生也没有。中心本来不缺
编，特地申请了一个岗位，就想招
个小伙子，本科以上学历就行，
以后出个差，扛点行李或者搬搬
资料、加加班，都很皮实。“你很
优秀，但我们不招女生，只是不
好公开写在招聘启事上。”

随着毕业季的到来，“90后”
们正逐渐成为职场的新生力量。
当前，对于“90后”的评价社会上
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
面是幼稚、不靠谱、自私、拜金主
义等负面标签；另一方面是行动
力强、有创造力、善于表达、有个
性等宽容词。这些复杂的评价反
映在职场上，也让“90后”多了一
些不安分因素。

据人力资源服务商智联招聘
最近的一份调查《2014年白领跳
槽指数调研报告》显示：在跳槽意

愿方面，“90 后”的跳槽意愿更
高，达到 65%，这与作为职场“老
人”的“80后”相比高了 8个百分
点。跳槽原因中，不满薪酬、职业
发展受限、工作不开心是首要的
三大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80后”们有了跳槽想法后会谨
慎行之，但“90后”则更容易把这
种想法付诸实践。

由于今年的毕业生数量比去
年多了28万人，因此又被业界评
价为继 2013年“最难就业季”之
后的“更难就业季”。

“90后”职场不安分

“就业途径有那么多，即使不
做白领，哪怕做一个蓝领或者灰
领，即使看起来不够体面，可又有
什么丢人的呢？况且，以后大学将
越来越普及，油漆工也好，掏粪工
也罢，总得有人来做吧，只要干得
好、干得爽，没有什么不可以。”对
于择业观，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李
强表现得十分淡定。

“许多‘90后’毕业生不再愿
意循规蹈矩地步入职场，而是选
择五花八门甚至有些另类的工作
岗位，其实体现出了一种多元化
的就业观，这种就业观是很务实
的，也是十分接地气的。”中央民
族大学经济学副教授萨茹拉认
为，“这种多元化就业观念除与"

90后"的个性有关外，也与当前
整个就业环境严峻和就业结构失
衡有关，即使‘90后’们愿意去干
一份体面的工作，也不会有那么
多可供满足的就业岗位。”

“对于这种现象，整个社会应
该以一种宽容的姿态来对待，多
给他们一些支持和理解。”萨茹拉
认为，“现在整个社会也正越来越
多元化，多一种就业选择，也就意
味着多一种尝试的可能。毕业后
差不多还有40年的职业生涯，即
使现在从事一些另类职业丰富人
生阅历，短短几年的从业经历相
较于几十年的职业生涯，真的算
不了什么。”

多元就业更接地气

延伸阅读

727万高校毕业生，2014年的就业季更加艰难。智联招聘进行的一项调研显示，截至

2014年2月底，31.8%的学生尚未拿到任何offer，约六成学生拥有1—3个offer，拿到offer的

学生平均投递简历量为29份。

数据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就业故事，有成功也有挫败，还有一些“怪圈”，绊着年轻人的步履

——学历越高越“滞销”？能干女生没人要？找个工作也“拼爹”……值得思索的是，亟待改变

的究竟应该是个人，还是“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