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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7_94_B5_E5_c67_276789.htm 1、毕业了找工作，招

聘会上“谢绝应届毕业生”怎么办？ 别抱怨，企业有企业的

难处，“谢绝应届毕业生”，企业有不得已之处。那能怎么

办？求职的人太多，需要的职位很少，亮出这个牌子，缓解

缓解招聘人员的压力，看太多简历，费眼神呵。 在企业用过

毕业生的都知道，他们工作上手可能需要几个月到一年不等

。不管有没有经验，都需要熟悉企业内部工作机制、规章和

工作人事关系。对有经验的人来说，他熟悉技术、业务，这

不需要额外时间；他有人际交往经验，会察言观色，可以迅

速融入新环境，几天工夫，他能自然称呼“小赵”、“老张

”、“王总”，说的自然，听的舒服。私下和“群众”都打

成一片、称兄道弟了，工作还不上手。 毕业生就嫩多了。他

技术、业务不懂，需要人教；企业在新手身上得花时间，你

能不能学会不知道，学的快慢不知道，熟悉后你会不会跳槽

不知道。企业不傻，那么多有经验的都看眼晕了；培养，还

是让其它企业“发扬风格”。再说了，毕业生说话、办事难

免毛糙，和人打交道还不顺溜，有些“生猛海鲜”。在组织

里，把自己搞成“岳不群”，融洽的工作气氛没了，怕影响

其它老同志的表情和情绪。亮出这个牌，也不能都怪企业。 

看到“谢绝应届毕业生”的牌子，很多人情绪会一泻千里。

我的看法是：先别泄气，别处试试。他们也是从刚毕业过来

的，算他们忘本，不必计较。值得高兴的是，有单位专要应

届毕业生，愿意从头到脚对你培训；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



你更容易适应公司文化、可塑性高。去年，我一个电子商务

学生进了海尔，培训出来，做销售区域主管，大概是宁波什

么地区。也不错啊！ 2、马上就电子商务专业毕业了，不知

到社会上能干点啥？ 这涉及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的东西。 按理

，上大学前就该细细考虑这个问题：到哪儿上大学、学什么

专业、将来从事什么工作，心里要算计，大体上有个谱。上

大学是一项教育投资，要花数年时间、大量金钱、精力、以

及机会成本，不核计是对自己不负责，碍不着别人，到头来

损失自己。从投资的角度讲，考学、上学都是手段，是一项

投资品种，不是养花、遛狗，来颐养休闲的。关键要兑现，

像风险投资投项目一样；它不是喜欢你的项目，而是项目所

带来的票子。上半天大学，末了还是要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

：体面、钱多、又有发展前途。 把上大学当成目的本身，是

猴吃麻花满拧。稀里糊涂上大学，这已是失误；不明不白学

电子商务，更是不幸；大学开始阶段还不给自己定位，就是

灾难了。起码，在大学的开始阶段该琢磨一下，分析分析本

专业的社会需求，了解毕业后的大体趋势；同时把握自己的

能力、知识水平现状，为自己定好位，以确定大学期间学习

、努力的方向。 现在人才招聘网站这么多，即便自己不会分

析，可以看别人的文章啊。最差的就是在校几年，对产业变

化不闻，对人才需求不问，过得悠闲、自在。等马上电子商

务毕业了，对社会需求还摸不着边儿。能干啥，自己知道。

本人写过一篇“电子商务专业学生何处就业”，也可供参考

。你实在真是这种最后才着急的主，也不是没救，跑跑业务

吧！ 3、学电子商务，毕业了，怎么找不到对口工作啊？ 所

谓学什么就得干什么的“对口”，是求职时的一个观念误区



。学什么铁定干什么的“对口”，历史上不存在，现实中不

存在，虚幻中不存在。鲁迅和孙中山开始都学医，但后来一

个从文，一个从政，各自在“不对口”领域成就斐然，这样

的不对口有什么不好？偶本人最早学过会计，后来学国际贸

易，MBA按说该在企业打拼才“对口”，偶现在是优秀教师

，这有什么不好？孙悟空早期还是山大王呢，后来，成了唐

僧的保镖，好功夫全用来打妖精了。不亏，他最后还成佛了

呐。 学电子商务非要找相关工作，强调“对口”，是自缚手

脚！学电子商务，有企、事业单位用，就是“对口”。我们

电子商务首届毕业班有个学生，在校期间活动能力挺强，当

过班长、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学生会主席，感觉他毕业总不

会有问题。毕业前夕，见过几面，他总回答说，老师，没有

对口岗位啊。后来，他成了我的同事，留校当了专职辅导员

，这可对口！说俗了，上大学就是拿一张“船票”，拿着这

张票，让你上船就行。同理，拿了毕业证这个本本，有单位

给你钱就行，发钱就对口，不发钱就不对口。 要说不对口，

当属今年毕业的一个女生，她到一所中学教书去了，教语文

。她自己讲，刚上讲台，腿肚子不听使唤，哆嗦；嗓子出音

不利落，颤悠。我安慰她说：你一个女孩，当教师也不错啦

，烈日晒不着，台风吹不着，又稳定，空闲时间又多，多少

人羡慕！谁知她接着说：现在好啦，老师，这的学生真好玩

啊，我正组织他们参加网络作文比赛呢。 4、你怎么看电子

商务学生毕业后跑业务？ 对电子商务学生来说，跑业务说不

上不对口。电商学生的软硬件设计、开发都不是长项，与软

件工程、网络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技术类的专业比，没有优势

。管理类岗位不是毕业生的入门岗位，哪有到单位一去就是



“经理”的？难！技术不会、管理不让干，只好干干营销类

的工作，“跑业务”是其中一种。 搞营销也有个三六九等，

从传统来看，涉及的工作内容有广告宣传、参加展览、信息

调研、品牌建立、客户服务、商务策划、渠道开发、媒体公

关、商务合作、文案策划、产品销售、物流管理等等。这些

工作，有的容易做，有的难度大。对有销售业绩要求的“跑

业务”，开始待遇差、累，不是人人心理都承受得起，也不

是人人有这个能力。在一般人眼里，这大概属于“下三烂”

的那种活了。 搞营销，专署网络营销的内容其实有限，且具

有工具性。做这些工具，就是技术活了，如企业站点、电子

商务平台、搜索引擎、电子邮件、IM、论坛、博客、网络广

告等。会用这些工具只是营销手段，不是目的，忙活半天要

为传统的营销职能服务。从企业营销总体角度看，专属“网

络营销”、“电子商务”的部分不多，要求企业将营销人员

分成传统、网络两部分，你专做网络部分，怕够呛。 总体感

觉是：这个岗位有挑战性，能锻炼人，也能学东西。在“跑

业务”职位能活下去的，往往具有帅才，温州许多老板，都

是跑业务出身。想想这个职位遇到的变数之多，而他能做出

业绩，内外应付自如，利害！ 5、是否随便什么“跑业务”

的活都可以去干？ 还是应该有所鉴别，不能饥不择食，捡到

碗里就是菜。要有所取舍，选择从事一线销售工作，需要注

意几点： 第一，在传统行业，选择有一定历史、一定规模的

企业。对刚毕业的学生来说，自己本身就是个新手，没有行

业经验，需要有人指导、有人带。初创企业规模小，老板、

老总本身可能都在摸索，市场刚处于开拓阶段，做出业绩，

难度大。在做得比较长的企业里，会得到老销售的指导；他



们经验丰富，要是自己悟性高的好，上手较快。有一定规模

的企业，已经有市场基础、品牌影响力和声望，易得到用户

群认可，做起来就容易多了。 第二，选择新行业，如各类网

络企业、网络相关咨询、服务公司。因是新行业，与传统行

业比，企业大小、历史长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对电子商务

专业学生来说，到新行业的初创公司，因大家都没有经验，

早做反而有先行优势，竞争少，易出业绩。所以什么都是相

对的。 第三，注意识别企业对业务员的态度。有企业在销售

上实行人海战术，大量招人，进去很容易；但出来也很容易

，淘汰率高。刚去的可能都算不上正式员工，什么待遇都没

有。应聘这样的销售岗位需慎重。 现在有许多销售激励的演

讲，个人觉得作用被夸大。销售是一种技术，它能否成功绝

不是单靠热情，更需要懂得专业知识、客户心理、认真准备

、沟通技巧，还取决于企业品牌影响力、产品本身和市场状

况等要素。 6、你如何看选择职业时人的性格因素？ 性格决

定命运，有道理。与专业知识比起来，性格对人最终从事什

么职业影响更深远、长久。学什么不干什么，一个基本原因

是人的性格不同。同样是学电子商务，毕业一年，你会看到

干什么的都有，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不管学什么，人最后

干什么工作，都要稳定在适合自己脾气、秉性的行业与职位

。不符合自己的脾气、秉性，就存在改变现状的内在驱动力

。 人秉性难移，有生理基础；它是由基因决定的，而基因的

变异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表明人性情的稳定性。人一出生，性格是开朗、沉静；爱说

不爱说；愿不愿与外人交往；对事物的情绪反应；主动还是

被动；外露还是含蓄；张扬还是收敛，等等都是从娘胎里带



出来的。人终其一生，个性很难改变，稳定性强。而专业可

以转换，只要他有这方面的愿望和能力。即便大学学科意义

上的专业换不了，还是可以进行专业知识更新，这使职业转

换成为可能。人一般都要转换到适合自己个性的职业，不管

他以前学什么专业。 据说，古希腊德尔菲神庙有句话：人，

认识你自己。的确，人认识自己很难，却是为自己进行职业

定位不可少的条件。性格稳重，对需要频繁变化的岗位会不

适应；要是憷见人，选择跑业务的活就是难为自己了。选择

职业，需要了解自己的性格，找工作对脾气比专业对口重要

。在一个适合自己个性的行当、岗位上工作，愿意干乐意干

，不觉是苦，反以之为乐。有这种心理状态，工作不出成绩

，怕也很难。 7、电子商务培养的是“复合型”人才，为何

我这个“复合型”求职时没觉得有优势？ 对毕业生来说，需

要找到的是入门岗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能胜任某一方面岗

位的“专才”更受欢迎，“复合”人才在职场不见得有优势

。进一步讲，电子商务专业中的“复合”有些变味，没“复

合”成，容易成为“杂烩”。“复合”不好，造成的结果是

：什么都学一点，样样通，样样稀松，哪一样也拿不起来。

这也是造成电子商务专业学生求职困难的一个原因。学电子

商务需要为自己重新定好位，要求“专”、“精”、“深”

。 阿里巴巴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据说每天都会收

到许多求职简历，也经常收到“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的求

职信。马云对此的反应是：很好奇电子商务有专业了。而且

感慨：“很多人问电子商务的问题，我觉得对不上号；他们

很努力。如果学了四年之后发现跟真正的电子商务有很大的

距离，这是很遗憾的。”马云心目中的电子商务是给“买卖



人”用的，他的口号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电子商务

技术平台问题，是软、硬件工程师的事。 从教育的角度讲，

电子商务专业需要一次彻底变革。在教学模式没有改变之前

，就要靠自己了，用冯博士的话说：自救！或像现在流行说

的DIY。学电子商务专业，与其贪多嚼不烂，不如盯住一个

方面，深挖下去，使自己成为这个方面既能操作、又有理论

素养的“专才”。一招先，吃遍天。 8、电子商务大学毕业

生求职应该注意什么？ 对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的求职建议，

本人写过一篇“电子商务专业学生求职“十训”，在文章中

，本人给出了十条建议，可以参阅

：http://smm969672.bokee.com/3730646.html 。除此之外，个人

认为：摆正求职心态最重要。上几年大学，不管从这个专业

学没学到有用的玩意儿，作为既成事实，不可改变；毕业时

，个人的知识、能力、素质是一个既定的状态。所谓求职，

就是凭借个人的综合水平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 毕

业时个人的“整体水平”不可能在短期有大幅提高，使点劲

儿解决不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毕业时的知识、能力、素质

属于不可控因素，比如：英语水平，行就是行，不行你也不

可能一下变成高手。再比如身体素质，硬朗、精力充沛的就

是好；身体弱的，也不可能靠“进补”改善多少。 求职，我

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心态”；心态可以在短期调整、控制

。目前，求职时心态浮躁的学生不在少数，主要表现为：对

自我和企业缺乏清醒、明确的认识；盲目自大，眼高手低；

或者缺乏自信，消极悲观；不切实际的与他人攀比；急于求

成，没有耐心，等等都属于“心态”问题。心态控制不好，

水平高的，职位不见得理想；心态控制得好，水平一般的，



有可能谋得更好的职位。 在“心态”方面，我觉得求职最忌

讳的一点是“和别人比”，和同学比，和同事比；比来比去

，要么得意，要么丧气。拿别人的尺度衡量自己，怕很难有

平稳的心态。其实，人最重要的是超越自己。 9，求职时，

怎样知道自己对某个行业或职位“隔不隔”？ 在“电子商务

专业学生求职“十训”一文中，偶曾提到：那些学了好几年

还在问“什么是电子商务”的，对这个行业肯定是“隔”，

隔得厉害。这里，我所说的“这个行业”界定为纯粹的网络

公司。对电子商务概念的困惑或执着于概念，表明对新行业

、新事物缺乏悟性，不敏感，到网络公司怕难跟上拍子。这

就是对“互联网”这个行业有隔阂。 对干什么“隔不隔”，

首先表现为一种天生的倾向：喜欢学习、从事一类事情；对

这种事儿有较高的领悟、理解；做这方面的事儿比较投入，

比做其它事儿效率高。比如：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学英语就

“不隔”，他从小喜欢英语；对数学“隔”，有天生的反感

。 其次，判断自己对某物“隔不隔”，还可以看“感觉”。

人不是对所有方面都有同样的感觉，学习是这样，日常生活

如此，做事也是如此。人总会对某个方面有特别的或强烈的

感觉，表现为易引起注意力，容易兴奋起来。对工作没有感

觉、感觉迟钝的，肯定是“隔”。 其次，对行业、职业“隔

不隔”还表现为“适应性”。适应快、容易适应的，不隔；

适应不了，难以适应的，隔。 俗话说：男怕干错行，女怕嫁

错郎。这个社会，女的也怕干错行，男的也不能娶“河东狮

吼”那样的。什么叫“干错行”，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自己

对这个行当“隔不隔”。一些人学电子商务已属“走板”，

求职时再抱着所谓“对口”的观念不放，也不管适合不适合



，那无异画地为牢，自缚手脚。 10、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的

起始薪水有多少? 别的地区，别的学校不知道。谈谈我们自己

学校。算上今年，我校已有两届电子商务毕业生，属三年专

科。据我了解的情况，在温州，从实习期开始，一般工资收

入在800到1200之间，有的还包食宿；这是比较正常的。因个

人情况不同，低于或高于这个水平的也有。 其实，工作“待

遇”不光“薪水”一个指标，有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

房补贴等福利也是待遇。工作时间、工作环境、有无进修、

培训、企业是否有发展前途这些“隐性”待遇也很重要。温

州很多企业基本是每周六天工作制，有的甚至每个月只允许

休息一、两天。这种强迫性，而非自愿性的“时间安排”，

会挤掉闲暇时间。 衡量工资高低，还应该看“物价指数”，

不能单纯看月收入。温州的物价高不高，别的不好说，温州

的房价肯定是高，给教师的经济适用房每平方米也要四千，

商品房的价格动不动就七、八千。与富裕的老板阶层相比，

个人以为，打工阶层的待遇实在有限。大学毕业生感受到的

生存压力不是没有道理。 待遇、薪水反映人才市场的供需状

况。对大部分专业的大部分毕业生，面临的是企业占主动地

位的“买方”市场。电子商务虽然“热门”，网络企业也不

是一定非要找“电子商务”的学生。为了生存的需要，很多

学生恐怕不能不接受企业的开价，“屈就”自己。 毕业了，

总得先生存，再谋求发展。 11、作为电子商务专业学生，怎

么理解“先就业，再择业”的说法？ 大学生经常会听到“先

就业，再择业”的说法。个人认为，对这句话要小心，不要

被误导。许多人容易把这句话解读为：不管什么工作，先找

一个，然后“骑驴找马”。在就业难的背景下说这句话，本



意是希望大学生求职时不要过于挑剔，这并非没有道理。但

许多学生执行这句话“剑走偏锋”，找工作随便骑“驴”，

没几个月就弃“驴”而去，造成频繁跳槽的局面。 “先就业

，再择业”的提法容易造成一种求职“近视症”。很多同学

没有认真分析人才市场需求和自身实力，在没有明确目标、

缺乏定位的情况下就匆匆上阵，不管什么“驴”，见“驴”

就上。能骑上“驴”说明工作还能找到，问题的关键是这头

“驴”适合不适合自己。大家都知道，年后的一两个月是企

业招聘的高峰期，各类职位纷纷在这个期间发布，企业因人

员流失或扩张需要，基本要在这个时期补充新鲜血液。毕业

生在这个时期应该抱着直接找“马”的心态。随便找“驴”

乱骑，不适合，再换，付出机会成本，到头来损失自己。 偶

还是强调的一个观点：不轻易应聘，也不轻易跳槽。如果因

自己的能力、素质所限，一时找不到“马”，只能骑“驴”

，心态上也要积极向上，努力干好本职工作，“不能虐待驴

”。人不大可能短期在能力上有什么实质进步，跳半天槽，

可能找的还是“驴”，而不是“马”。 对“先就业，再择业

”的说法还真要谨慎理解。 12、我要签就业协议书吗？ 如果

找到了稳定的工作，自己也比较满意，最好还是签，这能提

高学校的“就业率”。高校的就业率怎么来的？主要数据来

自学生签订的“就业协议书”。母校的“就业率”高了，对

学校各方面都有好处。当然，如果觉得自己不稳定，也别勉

强；更不能造假。 前两年因操作缺乏科学性，造成一种片面

让学生签协议书的局面，就业率的数字水分不小。一些教育

官员在认识上也存在误区，把“就业率”与一个学校的“教

育质量”联系起来，觉得学生能找到工作，学校教学质量、



水平就高。将学生的就业率与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挂钩

，有合理的一面，但远远不是全部，体现“教育”是否成功

存在更长期、多样化的指标。“就业”问题也与学生的个人

具体情况、当地经济发展情况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今年，情

况合理多了。首先，统计初次就业率的时间定在了八月底，

年底统计二次就业率。还有，其它如出国、进修、自主创业

等情况也考虑进来。除了“就业协议书”，劳动合同、单位

证明等材料也被列入可接纳的范围，这样，反映了事实求是

的精神。 毕业生就业工作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教育

部门、学校领导、就业指导人员、辅导员、班主任及任课教

师都当作大事来抓，学校这边不能说不重视。但就业终究是

学生就业，能否顺利就业主要取决于学生在职场的定位、目

标、期望和心态。光学校急没用，学生悠哉游哉，就成了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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