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聘方 更注重综合素质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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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高校招聘季，应聘者希望“事少不累”，招聘方就怕“眼高手低”

破解就业难 需“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王蔚 张炯强

    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将达到    万人，
这是在去年高校毕业生数量首破千万后的又一新
高。大学生在求职就业中面临着诸多急难愁盼问
题。近期，沪上各高校纷纷举办专场招聘会，记者

发现，招工难、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普工难招、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仍没有根本改变。
走出“就业难”的困境，需要用人单位、高校、大学生
乃至他们的家庭共同朝一个明确目标努力。

时值应届高校毕业生

求职旺季，应聘者们究竟会

作出怎样的选择？他们又

会去哪儿呢？多位高校就

业办负责人表示，只要从近

二三年各校公开发布的就

业质量报告就可看出大致

趋势。例如，据华东理工大

学去年的统计，总计  .  %

的本科毕业生和  .  %的

毕业研究生面向企业就

业。在签约就业的本科毕

业生中，就业单位性质流向

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民营

企业、国有企业、三资企业、

机关和事业单位，分别占总

就 业 人 数 的   .  % 、

  .  % 、  .  % 和 7.  % 。

再来看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去年的就业情况，  .  %的

学生去了中小企业，其中绝

大多数为民营企业，国有企

业占比  .  %，三资企业占

比  .  %。

正是有了这些真实数据作参照，记

者发现如今不少高校招聘会也存在着“不

接地气”的硬伤。既然在绝大多数高校

的统计中，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吸纳大学

生就业的主力军，但校招会里民企的数

量并不多，放置在显眼摊位的民企更是

少之又少。很多高校还是喜欢用大集团、

大企业、大单位来为校招会“撑场面”。

因此，上海大学在为毕业生广开就

业门路时提出了两个新思路，一是“聚

焦多学科就业特点精准供给”，二是“对

接重点区域发展布局多元输送”。今年

上大校院两级协同联动，结合学科专业

特点、毕业生就业诉求和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分层分类开展小而精、专而优的

书院专场宣讲招聘活动。例如，宏嘉书

院（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工程

与科学学院）举办的电子信息类专场招

聘会，围绕国防军工、高科技电子与

 G、汽车与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等高科

技人才需求，服务大国重器。本学期开

学后，上大还积极与四川省、常州市、合

肥市、苏州工业园区等外省市和上海宝

山区、临港新片区等各级政府部门对

接，把毕业生输送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建

功立业，助力各地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

华东理工大学以化工见长，前来参

加校招的企业多为化工类领头企业。

东华大学以纺织学科见长，纺织类优势

企业云集。这样的招聘会更符合毕业

生的专业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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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2023届毕业生春季

综合类招聘会日前举行，参会单位

约300家，提供16000余个招聘岗

位，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

智能等重点领域，包括科研院所、

基础教育、金融地产、传媒出版、批

发零售等诸多行业。大连金普新

区管委会副主任赵玉鹏介绍，金普

新区组织了15家企事业单位来复

旦，提供岗位123个，其中54个岗

位要求博士学历以上。无锡高新

区党工委委员韩杨表示，高新区以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智能装备为

主导产业，此次高新区共有20家

上市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来到招

聘会现场，提供117个岗位，需招

聘426人，与复旦大学的计算机、

材料等专业十分契合。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招

聘负责人表示，对人才的需求除了

专业技能，还注重毕业生的综合素

质。上海微波技术研究所本次带

来了12个研发岗位，面向通信工

程、电子信息、软件工程等专业的

毕业生，特别欢迎愿意投身国防军

工事业的优秀毕业生加入。上海

人民出版社的招聘人员表示：“出

版行业要通过多种渠道洞悉图书

市场动态，我们希望能招纳一群热

爱书、了解书的同学。”申能（集团）

有限公司不仅带来科研方面的岗

位，还有党务类等职位供同学们选

择，集团人事专员说：“有很多新闻

传播类的同学来询问党务岗位，大

家求职目标明确，方向清晰，非常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在各大招聘会现场，可以比较

容易地发现“应聘难”“就业难”背

后的结构性矛盾，其中既有经济下

行压力带来的影响，也有求职者本

身对岗位的“理想与现实”脱节。

两年前，上海开放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上海肯德基有限公司联合

举办了“K星圆梦计划”合作办学

班，首届专科毕业生王宏俊说：“我

记得老师设计了许多作业，引导我

们将理论知识学以致用。在学人

力资源管理这门课程时，老师让同

学们对自己的职业进行短期规划，

这份职业规划让我受益匪浅。”小

王同学相信，有了合乎自身条件与

岗位需求的求职规划，在应聘时就

能从容不迫。

华东师大前天举行大型招聘

会，心理专业硕士毕业的小许在场

内转了好一阵，始终举棋不定。她

说：“要说求职难，至少从我和我周

围的几位同学来看，自己‘要求过

高’也是事实。比如，我们宿舍的

四位女生几乎都拿到了应聘录用

通知，有的人还拿到了不止一份。

我现在手里就握有一份上海某大

银行总部的录用通知，月薪1.5万

元，但我不太想去。我不是上海生

源，我想去苏浙两省找找机遇。因

为我觉得留在上海，今后的生活压

力会比较大。”

记者在现场听到好几位求职

大学生不约而同地说，父母对他们

的就业并不着急，会时不时地对他

们说“大不了再养你几年”。

“初入职场的一些年轻人，眼

高手低的老毛病没有根除，现在又

出现了怕辛苦甚至怕工作的现

象，这都不利于在求职中积聚正能

量。这里既有大学生自身的原因，

也有来自家庭和社交圈的影响。”

一位企业人事负责人坦言。

>>>调查数据

据智联招聘《2023年春招
市场行情周报》，企业招聘需求
上升势头明显，酒店及餐饮行业
简历投递量环比增速达25.4%，
排名第一。物流/仓储、交通/运
输等基础设施型行业，以及零
售/批发等消费底盘型行业也吸
引人才流入，简历投递量环比增
速均达14%以上。此外，通信/

电信/网络设备、计算机软件、IT
服务行业求职火热，电子技术/

半导体/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也成为求职热门。

求职者 纠结理想与现实 >>>调查数据

据前程无忧《2023职场人
理想工作与求职调查》报告，
84%的人力资源管理者表示，
应聘者对于工作的负荷越来越
介意，薪酬不再是年轻一代选
择工作的唯一考虑项。近八成
受访者愿意接受“钱少”的工
作。其中，46%的受访者倾向
优先选择“钱少、事少、不累”的
工作。但64%参与调查的人力
资源管理者表示企业并不存在
这样的岗位。另外，28%的受
访者倾向优先选择“钱虽少，但
符合兴趣，或发展前景更好”的
工作。

在前天的华东师大招聘会上，

前来设摊的150余家单位都是由

校友创办或由校友担任高管的单

位，覆盖了科技、金融、教育、传媒

等行业领域，共提供了2300多个

就业岗位。校学生职业发展中心

主任刘继亮介绍，学校积极开展

“访企拓岗”活动，全力帮助毕业生

走好求职路，同时鼓励各院系依托

专业特点和优势，采取单独举办或

院系联合举办方式，开展小而精、

专而优的小型专场招聘活动。

“找就业的机会其实并不难，

难的是找到心仪的职业。”有求职

大学生向记者表示，他们特别反感

“眼高手低”这顶帽子，认为“眼高”

是与学历、能力成正比的，至于“手

低”的问题，很多岗位在入职后通

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积累基本就能

驾轻就熟了。

在招聘现场，记者还看到一百

多个招聘摊前难得见到争先恐后

的求职者，而求职技巧咨询摊位却

大排长龙。由十几位校友担任的

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与求职者“一

对一”交流怎么写简历、怎么“推

销”自己。很多求职者纳闷地问：

简历到底怎么写才能打动用人单

位？费尽心思写好的简历，为什么

送到招聘单位手里往往被瞄了一

眼就扔进了废纸篓？

上海杰其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

执行合伙人张婴文说，很多大学生

的简历“太冷冰冰”，除了罗列学历

和实习经历，看不到对职业的思考，

看不到通过努力实践所取得的成

果，更看不到自己的特长对于成长

的贡献。这种平平淡淡、千人一面

的简历，怎么可能打动用人单位呢？

投简历 为何被当成废纸 >>>调查数据

据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
联合问卷网去年的调查，
98.9%的受访大学生认同一份
好的简历是求职成功的关
键。但是，却有79.1%的受访
者承认主要是通过网上查找
模板制作的简历。
受访者认为，一份好的简

历 应 该 简 洁 美 观（占 比
77.7%）、全 面 细 致（占 比
64.9%）、匹 配 度 高（占 比
61.5%），其他的特点还有亮点
突出（占比58.8%）、绝对真实
（占比48.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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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大前天的校园招聘会 戴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