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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4%的企业仍面临着
人才短缺的困扰，这一比例较
去年下降了 11个百分点。缺乏
合适的候选人、没有候选人和
候选人缺乏技术能力（硬性技
能）是雇主难以填补职位空缺
的主要原因。这是人力资源解
决方案提供商万宝盛华集团年
度人才短缺调查显示的结果。

2014年，中国最难填补职
位前三位分别是技术工匠、销
售代表和销售经理。值得注意
的是，销售代表已连续第四年
排名前三。其它最难填补职位
还有技术人员、工程师、管理
层、高级管理人员、生产作业操
作工、机器操作人员、IT人员、
研发人员以及秘书、个人助理、

行政助理、办公室职员。而造成
难以填补空缺的主要原因是，
缺乏合适的候选人、没有候选
人，占总体比例的21%；其次为
缺乏技术能力，占总体比例的
20%，如缺乏商业敏锐度、商业
意识，缺乏电脑、IT技能等。

人才短缺、技能差距对企
业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调查
表明，企业竞争力、生产力降低
（42%）是人才短缺对企业产生
最大的影响，其次为创新力度
降低（36%）和客户服务能力降
低（21%）。据此次调查结果显
示，中国企业的人才短缺问题
对满足客户需求产生中度至高
度的影响比例为 67%，而认为
没有影响的企业比例只有
10%。

“由于技能错配、人口老龄
化和经济增速放缓，劳动力市
场可能将依然严峻。大学毕业
生和中层管理人员则仍然面临
着就业市场萎缩的难题。2014
年，中国近 730万毕业生将进

入劳动力市场，而其技能型人
才短缺仍然显著。同时，雇主们
也遭受着资深经理人短缺的严
重困扰，尤其是精通中英文、愿
意迁移并且熟悉本土商业实践
的人才。”万宝盛华集团（中
国）董事总经理张锦荣表示，

“因此，现代职业教育改革迫在
眉睫，以缓解劳动力供给与技
能型人才巨大的市场需求之间
的不平衡。中国的商业教育体
系也需要不断更新完善，从而
培养出高端的管理候选人。而
在这一时段，亟需政府出台一
些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策和措
施以缓解压力。”

调查显示，中国雇主已实
施一系列人才策略以应对人才
短缺问题，25%的地区雇主设
法发掘新的人才资源，采取人
才资源策略以招聘更多未发掘
的人才库。其次为招聘年轻员
工以及采取非传统的人才实践
模式——为现有员工提供额外
的培训和发展机会。

88.5%的受访雇主将在第三季度招聘比
2013年同期更多的雇员，继续今年招聘需求
高增长的态势。这是国内人力资源服务商前
程无忧日前发布的《2014年第三季度雇主招
聘意愿调查报告》的结果。调查显示,与 2013
年三季度同比增加招聘的雇主有 79.7%。而
47.0%的雇主增加招聘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业
务扩大”，26.0%的雇主则是由于人员流动增
加招聘，仅有5.1%的雇主表示将减少招聘量。

2014年第三季度雇主招聘意愿调查共吸
引到21173家雇主参与。报告显示，计划增加
本科及以上毕业生招聘和增加本科以下毕业
生招聘的雇主分别有 45.6%和 45.4%，分别比
今年二季度的调查结果高出 2和 5个百分点。
前程无忧首席人力资源专家冯丽娟分析认
为：“中国大学生就业难题不仅是重学历轻应
用，更大的难题是在信息化和自动化的趋势
下，职业对技能的要求越来越简单，高学历
者的就业市场正在缩小。”

7成以上雇主的计划招聘经验两年内的一
线员工。与二季度的调查结果相比，对无经验
人员的需求只增加了 3个百分比，但对中层管
理人员和中层技术人员的需求分别下降了 4.2
和 3.1个点。互联网/电子商务、影视/媒体、艺
术、文化传播和家居、室内设计、装潢等行业用
人需求最为旺盛。金融、投资、证券行业中虽然
增加招聘的雇主比例仍然高达 90%以上，但比
上一季度下降 1.3个百分点，另一个热点教育
培训行业下降了 4个百分点。四分之一的雇主
表示，增加招聘的首要原因是填补员工离职带
来的空缺。互联网、电子商务、制药、生物工程
和计算机软件行业的雇主对大学毕业生的需
求最大。 （本报综合）

制药 生物工程和计算机

软件行业对大学生需求大

技术型人才
成为中国最难填补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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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决定未来，态度决定高度。“你的心
态就是你真正的主人”，由于受到各种浮躁、

“炫富”等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大学生的心
态有时可能会随波逐流。但衡量一份工作好
坏的标准不止薪酬这一项，有些东西是钱买
不到的，有些艰苦是必须要经历的。如何端
正就业观念，正视自我、坚持理想、脚踏实
地，需要大学生的自我审视，更需要一个良
好的社会环境。对此，社会不仅要有足够的
耐心，而且要极力消除形形色色的就业歧
视，并在就业创业方面提供更好的平台与服
务。只有在更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中，就
业者的心态才能趋向平稳，才能让就业路走
得更稳更远。

同时，就业环境的改善与优化，有利于
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一个公平的就业市
场、创业市场、给年轻人提供“扣好第一颗
扣子”的市场，会在人力资源配置中起到决
定性作用。落实好就业促进法，规范就业秩
序，优化就业环境，维护就业公平，才能从
根本上告别啃老，才能从源头上“断奶”，才
能让市场产生吸引力与鞭策力，引导大学毕
业生尽早“入市”，接受市场大潮的洗礼，为
将来成就一番事业迈出第一步。

大学生就业莫“唯薪”

有些艰苦必须经历

你们不适合
我们公司

实习生为啥想当“跑跑族”？
吐槽:职场圈子难融入

暑假到企业实习，已成为

很多大学生主流选择之一。假

期过了一个月，读英语专业的

大三学生小罗已面试了4家实

习单位，其中有知名银行、广告

公司、外企等令人羡慕的岗位，

可小罗始终感觉不满意，理由

就是实习工作太琐碎和无聊。

近日，笔者走访了部分大

学生群体，听他们吐槽初入职

场的“集体烦恼”：“没事做、不

受重视、难合群……”这些问题

让他们很多人想当“跑跑族”。

在光谷一家 IT公司实习
了半个月的刘嘉已准备不干
了。刘嘉是大三学生，专业是
软件管理，这份工作是爸妈托

熟人转了几道关系才进去的。
“去了发现根本没事做，老员工
都有项目在甲方实施，实习生
有四五十人，没专人指导，整天

还得赶早回单位‘抢凳子’，大
多数人只能闲坐办公室上网、
吹空调。偶尔老员工回来，想
请教什么问题，别人也没时间

理会。这能学到什么东西？”刘
嘉觉得“太没存在感”，和主管
连声招呼都没打就闪人了。

【吐槽一】“太没有存在感了”

李凌风是湖北经济学院大
三学生，老家在黄石。暑假，他
到老家某机关办公室实习。去
的时候，他憧憬着要好好表现，

攒点职场“经验值”。本以为机
关就是喝茶看报，谁知去了才
知道，整天大会小会不断，整材
料、打字复印、跑上跑下找领导

签字盖章等。“完全被当成没有
工资的廉价苦力。”不止这些，
科室里扫地、擦桌子、烧水等事
情也都成了他的事。“毫无技术

含量，小学生都能做。”李凌风
几乎是数着日子算什么时候结
束实习，把实习公章给盖了。

【吐槽二】“像做廉价苦力”

在一家媒体实习的罗茜不
是太闲，而是忙得受不了。“开
始一周跟着老师跑现场还好，
后来出师就一个人跑新闻了。”
罗茜说，这么热的天，每天几乎
都要“三镇一日游”，累得快昏
倒了。有时写的稿子被老师改
得一个字不剩，特别挫败。身体
劳累外，压力也很大，每天要四
处找选题，手机不能关机。有时
候半夜，老师还会打电话来追

问细节。“实习了一个月，瘦了
5斤，而且快神经衰弱了。”罗
茜说。

“每年寒暑假，都有不少实
习生抢着要来实习，但很多实
习生来了不到半个月就撑不住
了要走。”带有实习生的记者小
纯说。“能力不强，吃不了苦，还
挑三拣四，同事们大多不爱带
实习生了。”

除了这些，上司难伺候、专

业不对口、难合群也是暑期实
习生们吐槽的重点。

中山大学学生近日做了一
份网络调查报告，参与调查的
50 名大学生中，有九成人认
为，选择实习单位，首要考虑因
素是工作提供的学习机会。因
此，“工作机械重复，学不到太
多东西”又成为实习生“跳槽”
一个重要成因。

湖大招生就业处严蓉老师

认为，实习对于年轻人的未来
职业发展是非常重要且有效的
途径，一定要端正心态。实习本
来就是观察领悟的过程，要学
会在琐事中总结、感悟。学生们
有这么多抱怨，是因为没有认
识到理想和现实的落差，以及

“打杂”的意义所在。“进入一个
陌生环境，首先得让企业认可，
只有将一些‘小事’做好，才可
能争取到做‘大事’的机会。”

【吐槽三】“压力太大撑不住”

第三方调查机构麦可思的一项调查显示，
七成未签约毕业生感到求职压力大。其中硕
士女本科男求职压力最大，期待签约“政府机
构、科研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毕业生求
职压力最大。

从学历来看，在被调查的2014届未签约毕
业生中，本科生认为求职压力大的比例最高，
为 72%，硕士和高职高专生认为求职压力大的
比例均为68%。

从性别来看，通过对不同性别的毕业生求
职压力的深入分析可以看到，“女硕士”和“本
科男”的求职压力最大，分别为 74%和 73%。
其中“女硕士”求职压力比“男硕士”(65%)高 9
个百分点。

从应聘对象来看，期待签约“政府机构、科
研事业单位”(74%)和“国有企业”(71%)的毕业
生压力最大，其次为“中外合资、外资、独资企
业”(66%)、“民营、个体企业”(65%)。

硕士女本科男
求职压力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