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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郝洋 见习记者 陈曦 通讯员 王艳丽

又是一年毕业季，又一批大学生
离开校园步入社会，踏上工作岗位。
近日，河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最新一期“大学生就业追踪问卷调
查”结果出炉，对象为近 200 名 2013
届毕业生，这已是该校连续第三年对
人数相同的毕业生进行此项调查。

其中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毕
业生实际月薪的平均值由 2011 届的
2095.4 元涨至 2013 届的 2499.4 元，但
期望月薪的平均值由2011届的6366.7
元降至2013届的6030.5元。（如图①）
专家表示，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
阶段，大学生日益普遍，其就业观念
也越来越务实。

这两天，河科大经济学院应届毕
业生陈艺婷心中忐忑不安，用她自己
的话说，“晚上做的梦都是单位宣布我
没有被录用”。原来，她于上周参加了
郑州一家民营企业的面试，但现在仍
在等待结果。

“这已经是我第五次参加笔试或面
试了。”陈艺婷介绍，去年11月她参加了
国家公务员考试，但未进入面试环节。
此后，她又参加了河南省和湖北省两次
公务员考试，但均以遗憾告终。

陈艺婷说，接连几次失败后，她
和家人开始放低就业要求。“先积累
经验，然后不断学习提高，争取以后
有机会选择更好的工作。”她说。

陈艺婷找工作的经历也折射出
近几年大学生就业情况的变化，即更
加务实，体现出先就业后择业的
观念。（如图②、③）

【就业情况】
更加务实，先就业后择业

近年，随着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毕
业生人数不断增加，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
凸显。2014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为
727 万，比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的
2013年增加28万，创历史新高。

河科大高教所所长陈跃博士表示，面
对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如图④、⑤），学生
的就业观念需要有所转变，即将眼界放
宽，应有“向下看”的就业观念。如今，随
着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一些服务业岗
位用工缺口较大，出现招工难现象；同时，
大学生所期望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
企等“白领”岗位正日趋饱和。因此，随着
产业结构调整，服务业岗位也需要大量的
高层次人才，大学生如果有“向下看”的就
业观念，先就业后择业，则能避免扎堆找工
作，“只要脚踏实地，无论在哪个岗位都会
实现自我价值”。

【就业难度】
比“最难”还难，就业需“向下看”

近年，找到工作的毕业生的实际收入
呈增加趋势。调查结果显示，其实际平均
月薪从 2011 届的 2095.4 元增至 2013 届
的2499.4元。不过，这与大学生的期望收
入仍相差较远。（如图①）

“我期望的月薪其实是6000元，因为
工作稳定后，马上就要面临买房子的问题，
我希望能在正常生活开销之外，还有能力
偿还房贷。”河科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应
届毕业生武磊介绍，他周围的同学对月收

入的期望值也都在五六千元。
河科大高教所工作人员介绍，对

月薪的期望值，毕业生最低的选择为
2500 元，最高的为 1 万元。而学

生选择的期望收入一般与专业
有关，如互联网、金融等行业

的收入较高，其期望的月薪
相应就高。

【收入状况】
实际平均月薪，两年增404元

这几天，家住西工区的应届毕业
生宋阳正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忙得不可
开交——巴西世界杯足球赛激战正
酣，作为国内一家著名网站的体育频
道编辑，他笑言“自己的生物钟已经调
整成了巴西时间”。

宋阳是湖北大学新闻学专业的毕
业生，与其他人先找工作然后就业的
经历不同，他没有找工作就直接就业
了。原来，他从大二开始就为这家网站
的体育频道撰写稿件，靠着这份兼职，
他在校期间每月有约 2000 元的收入。
由于工作比较出色，刚升入大四，他就
被这家网站“提前预订”了。

近年，随着大学生进行社会实践
的意识不断增强，从事校外打工兼职
的人也日趋增多。

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问卷调查的
2011届毕业生中，有59.8%的人在校期
间有过打工兼职的经历；而在2013届毕
业生中，这一数字升至 63.6%。同时，大
学生在校打工兼职的收入也日益看涨，
在 2011 届至 2013 届毕业生中，在校打
工兼职月收入超过2000元的学生的比
例分别为 35.5%、39%和 48.2%，呈日益
走高的趋势。

陈跃表示，通过打工兼职增加社
会实践的机会，为今后找工作铺路，是
如今大学生找工作的一个趋势，也反
映了其就业观念的转变，即更加将书
本上的知识应用到实际当中。

【在校兼职】
人数日益增多，更加注重实践

那么，大学生“向下看”就业后，该
如何规划职场之路？

陈跃介绍，从调查结果中可以发
现，利用社会实践为就业铺路、就业观念转
变为先就业后择业，已渐成趋势，这是大学
生就业观念更加务实的信号。而在此基础
上，毕业生需要对自身进行职场规划，即

“向下看”就业之后，应通过不断学习使自
我更加完善，从而逐步迈向更高层次。

“也就是说，要实现就业之后再择
业，需要有再择业的资本。一方面，通
过就业增加自己的社会阅历和工作经
验；另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理想不断学
习，才能有更高层次的追求。”他说。

此外，陈跃表示，高校的人才培养
还要适应经济结构变化和产业结构调
整，培养出能胜任工作岗位的毕业生。
在继续引导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的同
时，关注人才市场的需求变化，主动设
置一些“产业人才短缺、发展前景良好”
的应用型和服务型专业，把“课堂学的”
变成“工作用的”。

【专家忠告】
就业“向下看”，勿忘“向前奔”

炎炎夏日，在门上挂上一张竹帘，既透气通风又防蚊虫。可
是，近些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竹帘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
线，但还有人仍然从事着竹编的传统技艺，并且把产品出口到了
韩国、日本等国。

在洛宁县陈吴乡禄南村，洛陈竹编专业合作社生产负责人
李安民介绍，制作竹帘要使用生长两年以上的竹子，不然不耐
用；制作一张竹帘至少要经过采竹、洗竹、刨竹、破竹、劈竹、编
织、修边、晾晒这几道工序。如今，虽然本地对竹帘的需求量不
大，但他们已经把产品出口到了日本、韩国等地。

洛宁县素有“北国竹乡”的美誉，竹帘也是民间传统竹编工
艺的一种，但近年洛宁竹编的传承和发展受到挑战。为抢救和
保护这项民间技艺，洛宁县在2011年召开“保护和发展洛宁竹
编手工技艺”会议，制定相应措施，对竹编技艺进行全面保护，同
时从2012年至今，组织相关人员进村入户，对涉及竹编的各类
资料进行搜集整理，逐步建立并完善了竹编技艺档案。

本报记者 马毓鋆 通讯员 赵笑菊 文/图

传统技艺亟待传承竹帘竹帘

河科大连续三年对部分毕业生进行就业追踪调查

更加务实，就业时应“向下看”
要有规划，就业后需“向上看”

■问卷调查结果也说明小微企业正逐渐成为大学生就业的又一阵地

单位规模 2011年 2012届2011届 2013届

100人以下 14.3% 11.8% 26.9%

100-299人 12.1% 11.8% 9.0%

300-999人 25.3% 24.7% 16.7%
1000-4999人 29.7% 25.9% 21.8%
5000-9999人 4.4% 9.4% 3.8%

1万人以上 14.2% 16.4% 21.8%

录用毕业生单位的规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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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入职毕业生进入各类单位的人数比例

录用单位类型 2011年 2012届2011届 2013届

民营企业 32.7% 34.3% 56.1%

国有企业 30.6% 33.3% 19.5%

个体企业 9.2% 6.7% 8.5%

事业单位 6.1% 8.9% 4.9%

外资企业 6.1% 8.9% 2.4%

其 他 15.3% 7.9% 8.6%

求职花费 2011年 2012届2011届 2013届

平均值约为 872.6元 855.8元 1000元

毕业生求职花费越来越大

■费用主要用于制作简历、乘坐交通工具、购置服装等

毕业生求职难度比例（以入职所经测试次数为例）

入职所经测试次数 2011年 2012届2011届 2013届

0-3次 60.8% 61.4% 57.8%

4-7次 22.5% 21.9% 31%

8-10次 12.5% 9.6% 7.8%
11次以上 4.2% 7.1% 3.4%

■这些都体现出找工作越来越难

实际月薪 2011年 2012届2011届 2013届

平均值 2095.4元 2553.8元 2499.4元

0-1999元 32.2% 29.1% 20.3%
2000-2999元 50% 36% 38%
3000-3999元 16.7% 22.1% 36.7%
4000元以上 1.1% 12.8% 5%

理想月薪（平均值） 6366.7元 6331.6元 6030.5元

毕业生实际月薪和期望月薪比例 图①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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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图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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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旅游节唯一指定接待用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