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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毕业生到面试者，你可以这样做
资深HR解析当下就业情况与个人能力培养

作为全球500强企业的人力
资源，花旗中国招聘负责人王荔
见过不少排版精美、内容充实的
优秀简历。“往年的这个时候，我
们会收到不少毕业生的求职申
请，而今年的申请在数量上有一
个很大的提升。”王荔表示，今年
的大学生求职，尤其是对行业头
部企业的机会而言，面临的竞争
会更激烈。“与去年相比，不论是
毕业生还是有工作经验的求职
者，今年都会更加看重平台和岗
位的稳定性。”

在企业方面，整体人才流动
率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企业
和求职者都需要面对更多的不
确定。招聘需求将会有所减少，
求职者面对机会则更为审慎。

“在花旗，我们尤其关注求
职者的‘底层系统’是否契合公
司的文化和价值观。”王荔说，包
容性、开放思维、领导力和道德
规范都是着重考量的几个方面。

以金融毕业生为例，在全球
疫情的大背景下，金融人才需求
呈现上升趋势。在中国，政府政
策扶持金融机构，例如优化金融
政策环境和放宽外资金融机构
限制，更多机会促使人才需求越

发强劲。金融毕业生需要注意
的是，整个行业在进行数字化转
型，金融人才需要具备一些新兴
的能力和知识储备才能有更强
的竞争力。数据分析能力和实
现自动化的编程技能，将是履历
中的闪光点。

同时，今年的疫情也迫使企
业在考察求职者时纳入了远程
办公、灾难管理等“新技能”。

“与疫情相关的考察和问题
是今年新加的，因为我们想借此
来测试面试者应对突发情况的灵
活性和灾难管理的能力。”王荔表
示，在疫情下，每一个职位都增加
了其相应的能力和特质要求。

“我们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毕
业生，当我们问到他是否了解远
程工作模式时，对方能很好地进
行说明，并举例是如何克服各种
困难保证有效的远程交流和合
作。在我们眼里，这就是一个非
常大的优势。”王荔说道。

在修改简历时，王荔建议要
会抓取以往实习和校园经历的
亮点，并突出与求职位的关联
性，做到简洁而不失细节。“简历
重要的是逻辑清晰，让招聘官一
眼便能抓住重点。”她说道。

上海自主创新工程研究院
的理事、量子管理倡导者何伟告
诉记者：“实际上在面试的过程
中，人力资源也碰到过一些问
题，比如求职者的自我认知定位
问题。”何伟本人有着十多年企
业人力资源管理经验，是一位高
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在何伟看来，这些进入职场
的“后浪们”，相比于90后、80后，
00后更会表达自己的需求，对自
己的权益会更有意识地去维
护。00后个性鲜明，会更加主动
地去追求工作的灵活性和开放
性。例如在面试过程中，他们会
问更多问题去测量职位与自己
的喜好与期许的契合度。有人
说，企业忠诚度对这一代或许是
更大的挑战。

公司希望的是，毕业生能培
养主动的生命状态。“我们现在
整体的就业竞争是一个不断加
剧的过程。”作为年轻人，在工作
中还是要主动作为。何伟表示

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对于个人能
力的判断，很多时候是多种因素
综合考虑、比较主观的。所以，
应聘者如何采取主动，确实能影
响一部分的结果。

“我在面试的过程中经常遇到
这样的毕业生，他没有那么强的竞争
欲望，感觉做也行，不做也行，找不到
工作，就当个外卖小哥。”何伟说，现
在有一种说法叫做“佛系”工作。过
于“佛系”的态度，就会让你在
职场上失去竞争力，将之前的
努力和积累付诸东流。

“希望我们的职场
新人千万不要被这种思
想迷惑，争取工作锻炼
机会才是成长的最佳
动力。从历炼中成
长了能力，就能提
高 自 身 的 市 场 价
值，也就是提
高与企业谈判
待遇、选择企
业的能力。”

审慎面对招聘
企业更看重人才综合素质

同时还会考察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

拒绝“佛系”求职
毕业生要有更强竞争意识

个人喜好给应聘职位契合度带来挑战

学习能力比学习经历更重要
问：如果专业不对口，在求职中会不会很吃亏？该怎么办？

何伟：大家往往认为企业在招聘时会很看重你的专业。国内知名招聘网站每年都有调研，毕业
生第一份工作专业对口的占比不过三成。现实情况是，除非那些国家有执业门槛规定或者专业技术
门槛的岗位，企业更多时候，看重的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你的学习力可能比你的学习经历更重
要。

专业不对口，那就应该突出你在新领域的学习力，可以从证书、专利、论文、参与项目等内容入
手。企业最怕的，其实是那些言行不一致，羡慕高收入行业岗位却没有行动力的应聘者。既然你希
望从事某个行业，在学校阶段总要积极去学习吧。企业不是学校，不能奢望企业把你招聘进去后，然
后在你心仪的领域再培养你。

问：还没有毕业的学子，为了应对未来不确定因素，如何更好地做前期准备？

何伟：相比于应届生而言，未毕业的同学有着更多的应对时间和准备空间。这种超强的意识和
认知，非常重要。

我认为准备的第一步，是要想清楚，自己毕业后想要干什么？无论是求职、创业、出国或者继续
深造学业，都需要目的性很强的计划。我特别反对逃避式的盲目选择。比如

前几年很多同学因为惧怕就业压力，选择了创业。但结果往往是消耗了家
中上辈人的积蓄。

第二，在你的选择方向上，用你的经历和收获来反复发出一种信
号，那就是“我很努力、我很能干”。我在之前的分享里面提到

过，无论是企业挑选人才，还是投资者挑选创业团队，关键
还是你要说服对方能信任你。你的高考成绩就是一个非

常强的信号，但除此以外，很多学生考取一些诸如
CFA等很难获取的证书，获得非常高的学习GPA，担
任校级大型活动的策划人，在创业大赛中获得名
次，这些都是有说服力的信号。

第三是与目标企业和人群寻找更多的互动了解
的机会。人是社交动物，通过具体的工作生活社交接

触，能有效地增加相互间的信任。接触带来的信任
甚至比能力信号带来的信任来得更加强烈和直
接。所以，如果你已经有了目标企业或者创业的合
伙人，想办法提前跟他们一起做些事情，毕竟找个去
某企业的实习机会要比正式招聘入职容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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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疑
解惑

由于新冠疫情的关系，对于今年的毕业生而言，就业
的难度有所增加。如何更好地选择专业对口的工作？如
何在“特殊时期”成为一名被人力资源追着入职的面试
者？青年报邀请了几位资深人力资源负责人，谈谈应该如
何客观地、全面地来看待如今就业情况，以及该如何培养
哪些个人的核心能力。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嘉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