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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9_B6_E7_94_9F_E9_c73_390429.htm 》》进入考易教育 研

究生：我们遇到求职“怪圈” 南京某知名高校当代文学专业

的研究生马君(化名)最近遇上了头疼事。和其他应届毕业生

一样，马君参加了不少招聘会，并投出大量简历。一周前，

她接到南京市一所著名中学民办分校的通知，参加该校的语

文课 试讲。记者从该校的《试讲教室安排及科目一览表》中

看到，从11月21日到30日，共有21名应聘者被安排参加语文

教师岗位的试讲，其中8名是研究生，其他均是本科学历。马

君介绍，该校今年只招聘2名语文教师，但校方表示会择优录

用3至5名应聘者进入试用期。 招聘方：眼高手低，研究生“

中看不中用” “倒挂”现象与用人单位日趋理性的用人观念

息息相关。南京河西一家日资软件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经理卢

小姐向记者表示，几年前，公司刚进入中国时很注重招聘学

历的高要求，最基层的编程员都要求保证80%有研究生学历

。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却发现，研究生在工作上并没有显示出

足够的优势。“我们近几年招聘，一律把门槛降到本科，如

果专科生有胆量来投简历，我们一样欢迎。去年公司就留用

了两个专科生。”卢小姐指出，现在他们不再凭学历盲目引

进人才，而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能力考核制度，学历只作为

考核标准之一。“主要还是看能力、看态度。” 记者总结各

用人单位对研究生的评价，得出以下几点共同之处。 首先，

“手低”。研究生专业素质不过硬，可塑性欠佳。不可否认

，研究生往往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略强于本科生，但是这种优



势并不明显，与读研三年的时间、精力投入不成正比。另外

，由于学校教育与岗位能力需求存在一定偏差，无论是怎样

学历的学生都需要经历“再学习”的过程，以适应岗位需要

。此时，研究生可塑性欠佳的弱点便显露无遗。“本科甚至

专科的学生很快就可以适应新岗位，哪怕专业不对口的(学

生)都渐渐可以轻松应付工作，但研究生就比较难，动力不足

的样子。”卢小姐无奈地说。 第二，“眼高”。 研究生对工

作有着更高的期望值，希望找到薪水高、待更好、工作轻松

的职位。不少研究生对薪资的要求是3000元以上，且不愿加

班、出差。而现在，研究生应聘的职位，很大一部分只要求

本科学历，相应的工资待遇就会比研究生的预期值要低。一

家银行信用卡部经理在婉拒研究生的应聘请求后说：“他们

本身就对工作不十分满意，所以跳槽的几率太大，公司不想

冒险。” 第三，年龄劣势。毕业研究生一般都在25岁以上，

工作后再读研的学生年龄就更大了。步入社会，研究生将比

本科生更快地面临结婚、买房、生子等问题，这也给用人单

位带来了一定的顾虑。 专家建议：研究生应摆正心态迎接挑

战 “准入门槛降低，考核标准升高，这无疑导致研究生的就

业困难。”南京师范大学就业指导办公室的周玮老师这样说

。他认为，研究生的就业难题主要源于求职时没有保持正确

的心态。 “现在的研究生已经不是‘天之骄子’了”，周老

师说，扩招使研究生数量激增，不像从前“矜贵”。加上扩

招带来的生源质量下降、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研究生的素

质也大不如前。市场上对研究生的需求量没有显著增加，而

研究生的人数却大幅提高，导致的结果是研究生和本科生“

抢饭碗”。 “但他们总是自视甚高，应聘本科生的岗位，却



向用人单位提出研究生标准的待遇。”周老师举例道，去年

，他曾给5名研究生介绍杂志社的工作，用人方承诺起薪1800

元每月。学生嫌弃薪酬少，便放弃机会自己找工作，然而愿

意接受他们的公司最高薪酬也不过每月1600元。当他们想回

到杂志社时，空位早被几个本科生填补了。 周老师最后表示

，研究生首先应抓紧在校时间，夯实专业、增强实践能力；

其次在应聘是要摆正心态，由低做起，“能者自然可以步步

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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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