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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该 本期主持：杨晨光(本报记者) 访谈嘉宾：曹小杰(中国

人民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 甄 良(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副

院长) 李 愚(泰康人寿总公司人力资源部) [本期话题]保研一族

投入求职大军 据报道，如今校园中部分“保研族”悄然加入

了求职大军。一些已经入围了学校保研名单的学生，依然忙

着制作求职简历、报考公务员，加入到找工作的队伍中。这

种做法引来一些争议。既然已经保研了，为什么还要参与求

职呢？在单位同意录用的情况下，选择读研还是选择就业？

如何能使学生既得到锻炼又不影响单位用人呢？记者约请了

学生、学校有关负责人以及用人单位代表，从不同角度探讨

这一现象。 积累经验的主观愿望无可厚非，但客观上挤占了

其他学生的机会和资源 主持人：既然已经保研了，应该说就

没有后顾之忧了，为什么还要参加求职呢？ 曹小杰：从我了

解的情况来看，保研学生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型

”的，希望走学术研究道路，读完硕士往往还会接着读博士

；另一类是“务实型”的，读研只是作为面对当前就业压力

的缓冲、过渡手段，提升竞争力。“理论型”的基本上不会

去参与招聘，我自己就属于这一类。保研了还去招聘会的人

基本上属于“务实型”。对他们来说，“保研”只是一个选

择而已，虽然“没有后顾之忧”了，但如果碰到比保研更好

的选择例如得到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那么放弃保研而去工

作，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还有的人是抱着积累求职经



验的心态去的，了解一下就业行情，对以后的学习、工作都

会有所启发和帮助。 甄良：一些学生在保研资格、录取学校

和学科确定后，还选择就业的现象，据我们了解多为个人特

殊原因，如家庭变故、经济条件制约和就业单位同意录用等

情况，几年来，在我们学校只有个别学生这样做过，不属于

普遍现象。尽管如此，我对此还是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这种

行为当然是挤占了其他学生的一些机会或资源。对此，学校

也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已被录取的推免生在本科学习期间不

得办理自费出国留学，不得联系就业单位等。 不能单纯归结

为诚信问题，但确实浪费了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成本 主持人

：有些学生只是尝试一下求职经历，最后还是要读研，那么

，在单位同意录用的情况下，再拒绝单位是不是一种不诚信

的表现？ 曹小杰：我认为，尝试一下求职是可以的，但如果

决定要读研，并且单位同意录用，这个时候再拒绝单位是一

种缺乏诚信的表现。不过，有时候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大

学生学习的并不只是知识，还有别的，例如学习如何作出选

择。选择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既然经过了深思熟虑，那就不

要后悔，如果只把读研看作是工作的缓冲期，那么碰上好工

作而放弃保研资格，他们也不会觉得可惜。 李愚：也不能把

这种现象单纯地归结为诚信问题，有诚信的因素在里面，和

目前毕业生就业压力大也有很大关系。这些学生能够被保研

，证明他们很优秀，这样的人在求职中往往能够通过层层筛

选，得到企业的认可，他们也会面临到底是读研还是就业的

选择。从企业角度讲，不管学生作什么选择，公司肯定是被

动的一方。学生如果选择继续读书，那么求职仅仅是一次有

益的尝试，而单位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搭



进了时间，走完了所有的流程。学生如果不来，对公司投入

的人力资源成本是一种浪费，也会耽误岗位的真正需求，进

而对公司造成损失。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当然希望这种现象

越来越少。 加强对学生的职业生涯教育，尽早规划未来 主持

人：对已经获得保研资格的学生来说，求职是另一种生活体

验，他们也都渴望能够经历这个过程。对于这些学生，应该

如何有效地加以引导，怎样使他们既得到锻炼又不影响单位

用人？ 甄良：学校采取的做法是，让学生了解政策并加强思

想政治教育，教育学生明白此种做法会导致教育机会的浪费

和消耗用人单位的资源，同时加强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使学生学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规划是就业还是读研。 李愚

：碰到这样的学生，我们一般只能通过经验来判断，学生是

否有隐瞒的因素在里面，真实意图是什么，通过一系列考核

程序来审查学生，避免公司的损失。随着中国人力资源的发

展、校园招聘的火爆，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可能不仅仅针对

毕业生搞招聘，他们会提前把招聘的触角伸向低年级学生，

搞一些类似模拟招聘的活动，或者是求职技能的培训，一方

面宣传企业的形象品牌和用人的理念，另一方面给学生提供

机会和展现的舞台，尽早接触企业、接触求职的实践，进入

企业未来人才培养计划。这种长线培养，给学生的未来就业

打下基础，增加一些印象分，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同时，也

可以降低企业用人的风险。 《中国教育报》2007年11月30日

第2版 保研生既占用保送名额又抢就业机会 引发争议 在一些

企业的校园宣讲会上，一些已被保送读研的应届毕业生的出

现，引起了其他毕业生争议。保研生想如果内能拿到理想公

司的录取通知书，就选择工作放弃读研。大部分毕业生都表



示反对，认为保研生浪费了宝贵资源，既占了保研的名额，

又减少了大家的就业机会。 保研还是天上掉馅饼吗 读研或就

业困扰毕业生 10月10日至10月30日是2008年研究生入学考试

的报名时间。尽管硕士研究生的学历，吸引了众多学生争相

追捧，但现在也有不少学生对这个“头衔”不再迷恋，记者

在上海各高校采访中发现，许多准备考研的考生，似乎还在

犹豫：究竟要不要考研？也有一些已拿到了学校保研资格的

学生，也在考虑要不要接受这块“天上掉下的馅饼”。读研

，究竟值不值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