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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应届高校毕业生
就业“冲刺”微观察

2022 年 5 月，教育部开启 2022 届高校毕
业生就业“百日冲刺”活动，以期通过一系列
专项行动为应届毕业生“支招”。在过去1个
多月里，记者跟随数位不同城市、不同学历背
景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一同经历了这场求职

“冲刺”战，记录下了他们在疫情中“启航”，以
平常心“入海”的心路历程。

千万关头迎“难”上

“当前，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受国际疫情影
响，返回国内就业的海外留学生也不断增加，高
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整体来看严峻复杂……”对于
类似的新闻推送，中国人民大学2022届硕士毕业
生徐一曼和身边的人好像已经有了“群体免疫”。

“有心理准备，今年会格外难。”
徐一曼选择毕业后在家乡广东就业，从

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她已经先后参加了
国家公务员考试、深圳市公务员考试和广东省
选调生考试，均未能入选。最近一次和记者交
流时，徐一曼刚刚通过几轮筛选拿到了深圳一
所高中教师岗位的录用通知，能从一个区报名
的几千人中“突围”，她感到庆幸。

“我的想法没变过，真的就只是想考个编。”
徐一曼说，这是对当下形势的理性判断，一是希
望离家近一些，二是觉得更加稳定。她听说有
同学签了互联网公司，定下了35岁前把钱赚够
的目标，“这么强的紧迫感并不是我想要的。”

徐一曼的想法，在这届大学毕业生中有一
定的代表性。

“疫情让一些单位不得不暂缓招聘计划。
推迟的考试往往没有确定日期，一些考试从去
年12月延迟到了今年三四月，遇到新一轮疫情
可能会再度延迟。”徐一曼说，应届毕业生等不
起，一线城市总是有更多机会。考编，或许是当
下尽快“上岸”相对保险且体面的方式。

经历了多次应聘考试推迟，浙江农林大学
2022届本科生李弘音决定另寻他路。“到了求职
阶段，一直保持高强度备考状态真的很难。”

对李弘音来说，放弃公务员考试有终止“沉
没成本”的意味。“无限”等待令人心累，打击积
极性不说，影响就业进展是关键。考虑到当下
形势，退而求其次是无奈之举，但谁知道下一颗
巧克力会是什么口味呢？新的赛道可能有新的
机会。

2022 年春节前夕，李弘音开始在一家生产
液晶面板的企业实习，大部分实习内容都是“线
上”完成的——每天上班时间一到，打开电脑打
卡，然后开始工作。线上互选节省了时间精力，
但也导致了双方无法真正深入了解以达适配，

“毕竟工作环境也是影响就职体验感的因素之
一，疫情之下，只能适应。”

5月初，李弘音顺利获得上述企业的录用，
但她内心却依然忐忑。在目睹很多企业因为疫
情停工停产甚至被迫减员的情况后，李弘音坦
言，毕业后在哪里工作依然存有变数。

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变数，在国家多次研
究部署基础上，多部门纷纷出台政策，通过保市
场主体保就业，促创新创业带就业，抓重点群体
稳就业。各高校也在千方百计拓展毕业生的就
业岗位总量，学校书记、校长带头走访重点合作
企业，为毕业生挖掘更多岗位资源。同时，全面
开展“一人一档”“一生一策”等精准帮扶工作。

“学生们知道，尽管最终还是要靠自己，但
他们并不是孤立无援。”浙江工业大学学工部副
部长施祺方说。

与“过来人”交流，听“上岸
者”宣讲，这届毕业生似乎没那
么容易被“说服”。

“几乎身边每个人都准备过
选调生考试，有的寝室全员备
考，大家对相关宣讲会的热情度
格外高，只不过考上的人宣讲可
能制造‘幸存者偏差’，其实‘上
岸’比例并不高。”浙江大学土木
工程专业的史以晴说。

她告诉记者，自己会同“幸
存者偏差”和平共处，择业时，她
偏向更加听从自己的兴趣，通过
有限的信息和自己的感受去做
决定，愿意多去尝试。“我更希望
有一套自己‘主观’的标准，而不
是社会上‘客观’的标准。”

至于出国留学，无论是从海
外疫情还是当前的国际局势来
看，都已经不是本届毕业生的上
上选了。

考研，暂缓出击？可能是另
一种“幸存者偏差”。

2021年12月教育部公布的
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全国报考人数为457
万，而这一数字在 2017 年才刚
刚突破200万关口。

尽管身边有不少长辈、前辈
建议自己考研，但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应届毕业生岳翔还是作出
了自己的判断：备战研究生考试
的紧张程度毫不逊色于求职，而
对于考研落榜生来说，就业形势
只会更加严峻。

岳翔说，如果陷入了“幸存
者偏差”，那么很多考研人最终
都会沦为“陪考人”。“其实秋招
时各大公司岗位剩余还是充分
的，竞争对手少一些。但到了春
招，之前考研失利的同学都涌去
找工作，导致人多名额少。”

“求职过程中有很多矛盾需
要解决，但一直没有放下自主创
业的想法。”浙江工业大学生物
工程专业研三学生涂帅，曾拿过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金奖。在个人简历中，
他坚持保留了“探索未知、敢闯
会创”这样的表述。“99%的大学
生创业者都失败了，但很多人并
不知道还有下半句，那就是这些
人后来在其他领域都成功了。”

“今年就业工作的重点之
一，就是缓解学生心态上的困
难。”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指
导中心主任张超说，当前形势
下，学校一方面要提供更多就业
资源，另一方面要关注就业心理
焦虑，同时，通过就业中心网站、
微信公号以及各学院就业助理
传递信息，加大咨询服务的投放
力度。

本轮疫情以来，上海交通
大学2022届硕士生韩翰一直在
学校。虽然办理离校手续一再
推迟，但庆幸的是，他在这波疫
情来袭之前已经找到了工作。

“疫情会对求职经历有影响，但
也不绝对，个人可以在就业过
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

工科出身的韩翰研究生读
的是航空航天专业，他说，虽
然了解这个行业目前仍处于
缓 慢 发 展 阶 段 ，待 遇 不 比 金
融、计算机等热门专业，但他
更愿意从长远角度考虑择业，

“航空领域是我国亟待大力发
展的国防科技，急需人才的加
入，这一点不会受疫情影响而
改变，所以我坚定地选择了本
行工作。”

经受了一场疫情洗礼，韩
翰感觉自己又褪去了一层浮躁
——不断抗压、调整心态、平衡

好工作和生活。他说，就业并
不仅仅是找到一份工作，更是
面对未来的一种底气。“时刻保
持威胁会卷土重来的警惕和准
备，是很重要的。”

不可否认，2020 年以来，
新冠肺炎疫情让应届大学毕
业生的求职之路变得坎坷，但
也正是因为道路坎坷而走得
愈发深刻，启发了青年对自我
价值与发展、个人与社会关系
的思考。

北京理工大学电子与通信
工程专业 2022 届硕士毕业生
张仕启毕业后将到互联网公
司做后端程序员。相比大部
分应届毕业生，他的求职路开
始得要早很多：2019 年入学，
2020 年底开始学习计算机相
关知识和程序员必备的编程
技能，2021 年初开始实习，当
年暑期前完成实习并获得了

留用。
“那段时间需要同时平衡

学校论文、公司实习以及秋招
准备，只能利用晚上 10 点到 12
点学习秋招需要用到的知识，
若有面试还要向公司请假，每
天都筋疲力尽但十分充实，后
面回忆起来也会感谢当时努力
的自己。”张仕启说。

千万人“入海”，“上岸”何
其难。

在张仕启看来，毕业生求
职现状是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反
馈。作为个体，唯有在不确定
性中抓住可以确定的因素，用
充分准备来对抗焦虑。

2020 年，当年的大学应届
毕业生伴着一首《入海》启航，
两年后，2022 届毕业生依然相
信，“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
回答梦想。”

（据《新华每日电讯》）

跳出“幸存者偏差”

以平常心“入海”

5月17日，浙江工业大学莫干山校区内，毕业生们正在参加当
日举行的小型线下“大化类”（化工、生物、医药、材料、环境等）专
场招聘会。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