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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佳今年大四，学的是经济学专业。她觉得，
这一代年轻人在思想上更加独立了，勇于打破老一
辈的就业观，不会轻易被社会观念裹挟。这也说明
现在的年轻人更懂自己了，“知道自己不想要什
么，或者想要什么，就会去争取”。侯佳给记者举
了她同学的例子：因为知道自己性格耿直、对物质
水平要求高，这位同学明确表示，一些看着光鲜、
但需要担任乙方角色的工作，不适合自己。“性格
使然，干着不痛快，在业务上也难占优势，薪酬又
与业绩紧密挂钩，直接影响收入。”侯佳觉得，这
名同学对自身的认知非常到位。
　　“我觉得找工作注重‘面子’其实是‘为别人
而活’。不如追求自己想要的、实际能获得的，来
得更实在。”狄萦丹也感到，现在就业形势不容乐
观，也增加了大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行业‘内
卷’的加速更加让人明白，唯有自我成长提高才是
颠扑不破的立足之道”。

　　大学生求职更注重“里子”反映了什么？
70.2%的受访应届生以为是更加独立自主，关注从
业实际获得；66.9%的受访应届生觉得是重视自我
价值的实现，有职业理想；55.3%的受访应届生认
为是对未来有更为清晰的规划与定位；45.7%的受
访应届生认为突破了固有职业观念，更加务实。
　　王霆认为，大学生就业更看重“里子”，反映
了他们对自身职业生涯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从
侧面说明高校的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取得了比较明
显的成效。同时，也反映出整体的社会价值观在发生
比较大的变化。“应该说，这样的选择不仅对个人，对
于整体人才市场同样具有积极和长远的意义”。
　　参与本次调查的应届毕业生中，75.4%是本科
生，其他为专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其中，男生占
43.8%，女生占56.2%；家乡在一线城市的占32.8%，
二线城市的占38.2%，三四线城市的占21.1%，城镇
或县城的占5.6%，乡村的占2.3%。

大学生找工作看重啥

“里子”比“面子”重要

　　周晴观察，现在不少大学生找工作看重薪资
福利待遇好和工作地点离家近。“以前，到外面
去闯一闯、看一看是很多刚毕业大学生的择业心
态。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几年，人们更珍惜与家人
相处的时光。而且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二三线
城市崛起，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等，都让大学
生们更有底气、也更愿意回到家乡发展”。
　　在狄萦丹眼中，像一些老牌大厂、稳定的国
企，公司门面大、有名气，在别人眼中光鲜亮
丽，但如果提供的岗位发展前景有限，能学到的
业务技能、积累的经验有限，他宁愿选择一家行
业前景广阔的初创企业。“比如人工智能领域，
虽然发展初期面临的风险较大，而且工作强度很
大，经常要一职顶多岗，看上去‘性价比’不
高，但是能提升个人能力，快速提升对行业的整
体认知和把握。哪怕公司创业失败，也能赶上行
业发展的大潮，使个人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选择一份工作，哪些是毕业生看重的“里
子”？数据显示，薪资福利待遇好(61.6%)排在第
一位，其次是能学到真本领(55.3%)，工作内容是
自己喜欢的(52.6%)和未来成长空间大(52.2%)分别排

在第三位和第四位。其他还有：体现个人价值
(46.2%)，职业晋升渠道畅通(42.9%)，工作氛围和人
际关系和谐(41.5%)，新人有锻炼机会(30.5%)。
　　中国政法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
主任、商学院教授王霆表示，这一调研结果非常
符合当下大学生的择业观，也反映了他们对就业
市场和自身发展有了更加成熟和理性的思考。
　　“薪酬关系着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也是影响
大学生工作稳定性、积极性的重要因素。能学到
本领可以不断增强职业素养，在职场中有更强的
竞争力。这也提示企业，要增加人力资本的投
入，提供良好的培训机会。同时，现在的年轻人
非常看重个人兴趣，当职业与兴趣相
匹配，他们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工
作状态，贡献出更大的职业价值。”
王霆分析，一个好的企业，不仅要
提供好的环境、薪资，更重要
的是能够为员工未来发
展提供清晰的职业
通道和明确的职业
阶梯。

  “你就业看重‘里子’还是‘面子’？”当
被问及这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狄萦丹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里子”。在他看来，目前整
体就业环境在改变，行业发展和技术迭代日新月
异，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
在职场中持续提升自身能力，体现个人价值。
　　对狄萦丹来说，“里子”体现的是职业与个
人价值观的契合度，并能让个人能力得到切实提
升；“面子”则是以社会惯常的价值标准来评判
的，能让人看起来体面。“前者是关注自我的感
知和获得感，后者则是关注他人的目光”。
　　狄萦丹觉得，人的价值体验感是很主观的，
何为“面子”，何为“里子”，可能因人而异。
谈到很多人执着“考公”，他觉得，如果一个人
追求安全稳定，那么体制内对他来说就是“里
子”。“如果只是为了迎合长辈要求，自己就去
‘考考看’，可能就是‘面子’先行了”。
　　周晴是一名外交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还兼任
本科生辅导员。她有一名学生就坚定地不想考公
务员，因为觉得“虽然公务员是家长眼中的‘铁
饭碗’‘好工作’，但与她的求职目标并不契
合”。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
网，对1334名应届求职大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89.4%的受访应届毕业生明确表示，找工作
的过程中，相比“面子”更看重“里子”。
85.5%的受访应届生感到这几年大家在求职过程
中普遍更看重“里子”了。
　　武汉某高校硕士应届毕业生刘佰佲感到，这
一代年轻人非常注重对个人价值感的追求，少了
一些浮躁，多了一些务实，“找工作，不再对企
业性质、岗位名称、工作地点这些‘面儿’上的
问题太执着，而是会认真去考虑‘这个岗位我能
学到什么’‘我的能力能否发挥出来’”。他感
觉，现在的年轻人“活得通透”了，“大家越来
越明白，别人觉得好未必是真的好，只有自己感
到好了才是真的好”。

　　以往，工作的体面
是很多大学生择业时重
点考虑的因素，他们希
望单位名气大、听起来
让人羡慕，也甘愿为
“面子”将其他方面排
在次要位置。而如今，
很多年轻人择业时对个
人成长、发展机遇等各
种“里子”有了更多
关注。

哪些是毕业生看重的“里子”

唯有自我成长提高才是颠扑不破的立足之道

自己感到好了才是真的好

　　调查显示，68.4%的受访应届毕业生希望学校能
结合市场人才需求和新兴职位或行业，开展就业
指导。
　　王霆认为，应从高中阶段就开展职业教育指导
工作。“高考后专业方向的选择对年轻人未来职业
选择和发展影响深远，应当在这之前就让学生对职
业有所认知。大学院校也要尽早为学生开设相关的
职业指导课程，帮助大学生更早了解自身职业特
点、职业兴趣。我建议在大二就开展就业指导工
作，而不是临近毕业”。
　　他还指出，高校要建立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
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就业咨询、招聘资源、简历制
作、培训指导等服务。让学生能够便捷地获得相关
行业领域的最新资讯，如企业招聘信息、职位需

求、行业分析报告等，为就业提供信息和数据支
持。同时，还要做好学生就业心理辅导工作。“当
前就业压力较大，一些学生面对竞争激烈的就业市
场可能出现就业焦虑，高校要及时发现及时引导，
增强大学生就业韧性，提高就业质量”。
　　“此外，高校应积极开展双创教育。”王霆
认为，在校期间要通过大学生创新创业课题申
请、与企业互动开展创新创业比赛等，来培养大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帮助他们了解职业
发展所需要的职业能力和素质。同时，提供一个
良好的创业氛围，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通过创
业带动就业也是实现大学生个人职业价值的一个很
好的方式”。　(文中狄萦丹、周晴、侯佳均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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