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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请广大校友企业为学弟学妹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共克时艰。”6 月 8 日下午 2 点多，浙江工商大学校长郁建

兴提高了音量，对着直播镜头，为应届毕业生“代言”。

他的身后，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的排球场内，正在

举办一场高校毕业生公益性校园招聘会。蓝色帐篷下，四

排长桌前，坐满近 190 家企业的校招负责人，带来了

8000 个岗位需求。尽管春招已接近尾声，但前来应聘的

应届毕业生仍络绎不绝，这场招聘会吸引了千余位毕业生

进场。

疫情下第三个毕业季，当毕业生数量创历史新高，企

业有哪些应变之举？作为招聘方，他们眼中的学生发生了

哪些变化？哪些岗位需求旺盛？他们又更青睐哪类学生

呢？

一场高校招聘会的就业生态：疫情之下，求稳心态排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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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大年，企业青睐谁
本报记者 张蓉 通讯员 袁奕婷 文/摄

校招负责人戴晓聪刚在摊位前，

摆放好杭州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招聘简章，一位男同学就带着简

历直奔而来。

由于遭遇公司违约，这位应届硕

士毕业生再次涌入就业市场，想应聘

工程师的职位。“他各方面条件都匹

配，也提前了解了我们公司，但我们

的校招比例缩减了，现在只打算招

50 个实习岗位。”戴晓聪说，作为传

统 IT 行业，公司受到了疫情的部分

影响，招聘策略有所转变。

从事招聘工作的第六年，戴晓聪

发现一些惯例正被打破——现在春

招的时间被拉长，直到学生真正毕

业。

“考公、考研的学生比例越来越

高，也会造成一些优秀学生的滞留。

我们想等等他们，可能 8 月才会进行

正式岗位的补录，大约 10 个名额。”

戴晓聪说。

尽管目前只招聘实习生，戴晓聪

还是收到了四五位应届毕业生的求

职简历，还有一位是 2021 年的毕业

生。她能感受到这批毕业生找工作

的艰难，但与此同时，发现大多学生

缺乏明晰的求职目标。

“你想应聘哪个岗位？”当戴晓聪

发出这句提问后，有时，她却会面临

同一个回答：“和我的专业匹配的工

作。”

一位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女生，

在摊位前向戴晓聪咨询了很久。在

女生填写下个人信息后，戴晓聪却发

现，对方想从事的工作是产品经理。

“我们公司没有这个岗位需求。”

哪些学生求职难：
求职目标不明晰,考公考研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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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培生 9~15K，跨境电商运营

8~12K，跨境电商顾问10~30K⋯⋯”

在一张突出“年轻敢拼”主题的招聘

海报的吸引下，杭州普特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的摊位前，应届生络绎不绝，

一度排起队伍。

杭州普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HRBP 赵源说，自己收到了 20 份简

历，全部是考公或考研失败的应届

生。

尽管互联网行业整体收缩，杭州

普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却打算借机

储备优秀人才，“这届校招岗位需求

扩增到80人，主要是运营和销售，现

在还打算招10人。”

相对于是否拥有十足的实习经

验，赵源更在意学生的表达能力、逻

辑能力、思维能力等多维潜能。

握着手中的一沓简历，工作十年

的赵源其实已默默在心里选定三位

佼佼者，“他们只要来参加复试，愿意

来我们公司，我们肯定要人。”

只各自简短交谈了十分钟，这三

位学生是怎么脱颖而出的呢？赵源

只用了一个词概括他们的闪光点

——“有要性！”

“除了具备基本的多维潜能，这

些学生找工作目的性很强，对自己

有清晰定位，提前做了不少功课，直

奔这个岗位方向。”赵源说，相比之

下，更多学生还没从考研、考公失败

的经历中抽离出来，缺乏新的规划

路径，什么岗位都投，对自己的未来

很迷茫。

哪些学生受欢迎：
目的性很强，定位清晰，提前做功课

疫情暴发后，急剧变化的求职

环境中，一个稳定的饭碗开始成为

一些毕业生更重要的期许。相对

于聚集众多中小型企业的校园招

聘会，一些知名度更广的大型企业

召开的校园宣讲会往往人气更旺。

基于业务需求和保障应届毕

业生就业的需要，中国移动智慧家

庭运营中心（杭州研发中心）特意

提高了校招比例，岗位数量比前一

届翻了一倍，达到200人。

“我们收到近1.5万份简历，有

个别综合类、市场类的岗位，由于

专业限制少，竞争尤其激烈，部分

岗位招录比达到 100:1。”该公司

校招负责人吴长昊说。

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吴长昊

直言，这届校招中更容易发现优秀

学生：央企的稳定光环在疫情下被

放大，收到的简历数量多，可选择

的基数大。同时，互联网、教培、房

地产等应届生就职的三大主力行

业收缩，优秀学生也得到分流。

两个数据足以印证吴长昊的

感受。“一方面，今年违约率下降明

显，且违约学生大多最终选择去公

务员或事业编；另一方面，去年秋

招时，曾拒绝 Offer 的 5 位学生这

段时间主动联系我们，想要回这个

工作机会。他们都是 985 院校的

优秀学生，往年从没有这种现象。”

哪些企业在扩招：
校招比例翻倍，个别岗位仍百里挑一

“疫情冲击之下，物业、物流、餐

饮等生活服务类的刚需行业，反而

得到快速发展。”绿城物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校招负责人王家斌说。

“现在，公司稳定的行业属性

成为我们向学生宣讲的一个吸引

点。”王家斌坦言，“疫情发生之前，

这一点其实没什么吸引力。但现

在，应届生大多有了求稳的心态，

有时候甚至把稳定排在第一位。”

自去年秋招至今，他们收到1.5

万余份简历，是往届的近两倍。尽

管公司的岗位需求和往年相比增长

了60%，仅浙江省内就录用200人，

全国录用1300人，但淘汰率依旧增

加了30%，用人率平均约10%。

5 月以来，王家斌已陆续接到

全国 7 所高校的主动来电，邀请其

参加校园招聘活动，“现在，学生已

经接近毕业，往年在这个时间点，

不可能还有这种招聘邀约。”

王家斌的直观感受是高校老师比

学生更焦急。“大多学生觉得毕业一

两年不工作，不是问题。相比之下，

高校老师更积极和我们对接。他们

会说，能不能通融一下，你们都要了。”

在王家斌眼中，不少应届生的

择业姿态依旧放得比较高。“尤其

是顶尖学校的学生，即使面临目前

这种就业形势，一些学生也不愿意

将就。”他举例道，“他们预期的年

薪在 25 万到 30 万，以互联网公司

曾给出的薪酬标准来衡量其他行

业。但事实上，像我们这种传统行

业匹配不到这么多。”

随着毕业季临近，多位企业校

招负责人建议，应届毕业生要把自

己的心态放平和，明晰职业规划和

求职目标，了解市场需求，对标就

业环境，重新自我定位。

哪些心理成主流：
疫情之下，求稳心态排第一位

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