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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把就业当作一个必须完成
的指标或任务，身边的朋友也大多是
这样的想法，考虑进一步深造的占了
很大比重，希望把从学生向工作的缓
冲期延长”，眼看着毕业在即，江南大
学法学专业的邱子耀还没有找工作的
打算。他们宿舍四人中，一人保研，两
个准备考研二战，只有一人毕业即就
业。邱子耀说，这是社会发展给当代
年轻人带来的福利，让他们能够有更
多的余力去考虑个人价值的实现。“我
的理想工作，是希望可以满足个人时
间分配的需求，同时，对个人能力有所
提升，而不是进行机械式重复劳动。”

和邱子耀不同，设计学院的徐怡
婷早早就考虑起了毕业后的营生，只
是她的目标不是走进朝九晚五的格子
间，而是积累资源，成为一名自由职业
者。“父母和老师都希望我找一个稳定
的工作，但我不喜欢被过多规章制度
限制，业余爱好也比较广泛，对时间的
自由度要求比较高”，徐怡婷目前在做
一个时尚平台的新媒体运营，这份在
一些人眼里看来不够稳定的工作，在
上学时期就给她带来了3000-5000
元的月收入，也是她未来想要深耕的
领域。“随着时代的发展，父母也在接
触新媒体的内容，能够看到我的选择

在未来的发展潜力。”
出生于2001年的黄洁还有2年

才大学毕业，对于未来的就业问题，她
并不十分担忧。“我已经准备好创业
了。”她告诉记者，从上大学开始就多
次考虑过以后的就业问题，会去做一
些兼职存钱为之后的创业作准备，身
边也有好朋友在做自媒体博主，还没
毕业就已经有不低的收入了。对于女
儿创业的想法，黄洁的母亲朱女士并
不反对,她表示：“虽然很多创业方向
我听不明白，好在家里也不需要她负
担什么，年轻人敢拼搏是很好的，我们
做家长的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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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毕业季，在个性化浪潮
中成长起来的最后一批90后即将
毕业。也有大批00后开始涌入职
场。他们的成长，见证着互联网的
蓬勃发展，也经历了主播、外卖员、
网红等新兴自由职业的兴起，他们
的职业选择呈现出哪些特点？企业
会如何见招拆招？

对于 00 后们多元的想
法，江南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
教授王君柏解释，现在中国社
会已经走过了仅仅追求温饱
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出
现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
向是很正常的。“我们应该接
纳这种多样性，同时区别看待
不同的选择。”他认为，如今很
多 00后对于二战考研、考编
很感兴趣，说明整体社会结构
还存在过于偏重学历、偏重体
制内的倾向，这既有中国传统
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也有
就业前景的因素，侧面体现了
创新创业环境还不够理想。

“更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可能
还要一些时日，即要有真正对
创新的尊重，而不仅仅是关心
创业成功与否。社会要能够
宽容失败的人，从纯粹对成功
的追捧，转变到对人本身价值
的尊重，对积极向上的精神的
追捧。”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就业办部长张义俊则认为,互
联网上纷杂的信息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择业心
态：“网络上今天还在讨论‘一
夜暴富’，明天‘躺平’又冲上
了热搜，很多毕业生对整个就
业市场的情况不了解，进入公
司上班后，会有比较大的的心
理落差，从而对就业报以消极
的心态。”他指出，就业观的树
立是一个过程，学生从大一开
始就要开始思考职业生涯规
划，明确目标，不要等到大三
大四准备就业时再开始迷茫，
学校也要积极组织“第二课
堂”，让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了
解行业动向。

对于学生热衷慢就业，宋
肖飞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焦
虑,“应该鼓励他们多渠道就
业，而不单单只是从传统渠道
去找工作。”

（晚报记者 陈钰洁 张颖）

“校招单位可以分为两类，国企吸
引力依然比较强，基本能够满足招聘
需求，但一些规模不是特别大的企业，
到学校进行招聘时，压力就特别大”，
王剑指出，对于企业而言，需要基于
00后的需求，想更多的办法来完成自
己招聘的目标。“学生不愿意就业，很
多是不认同现在企业的管理制度，企
业需要与时俱进，特别是希望招聘应
届生的企业，要改变管理理念，上下同
频。”

对此,恩纳基智能科技无锡有限

公司的董事长吴超深有同感。他认
为，95后、00后接收到的信息更多元
化，个人价值主张也更为凸显，职业选
择的渠道和机会十分广泛，也给了他
们更多地主动权。“当代年轻人职业选
择的关键因素不只是薪资，而更多的
关注企业的福利、工作时间、发展前景
以及行业趋势、企业文化等综合情
况。作为企业管理者，面向95后、00
后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也要应势而
变。”

恩纳基进行了一些主动尝试，

如为应届生制定职业发展通道开始
摆脱“传统阶梯”，向“多元和网格
化”演变。在管理上，不一定是层级
上下的管理者，而以某个项目的负
责人，某个技术职级进行晋升。吴
超期望，政府部门也能为民营企业
留住技术岗位人才助一把力——除
了给高学历人才提供补贴外，也能
不局限于学历，为蓝领技工在住宿
等方面提供一些补贴政策。此外，
学校需要加大对应届生正面的职业
规划引导。

“从减轻家里的压力和负担这个
角度去推动学生找工作，已经行不通
了”，江南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就业市场
负责人宋肖飞给出了一组数据：今年
毕业季，江南大学有近80%的学生是
考研党，最终升学率可能只有百分之
40%，剩下的人中，有20%的学生还会
选择二战，因此最终参加就业的并不
多。

“这背后离不开家长的支持，生活
的富足给了他们不断尝试的底气”，宋
肖飞告诉记者，甚至有家长给老师致

电，不要催孩子找工作，家里将提供一
切条件支持孩子考研。

学生的“慢就业”心态，在企业春
招宣讲会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往年能
有二三十人到场的宣讲会在今年3月
份时场均只有12人，甚至有满场空座
的情况。智联招聘华东区校园与国际
业务事业部总监王剑发现，这样的情
况并非孤例，今年春招季，许多高校的
招聘会效果都不太理想：“这个阶段，
企业对实习生的需求很大，但实际上
学生几乎没有什么参与度。”通过和学

生沟通，王剑了解到，“会被条条框框
管得很死”是很多学生对企业望而却
步的主要原因。

“不是大家不想主动就业，而是现
在的兴趣更加广泛了”，徐怡婷认为，择
业的“个性化”不仅体现在艺术生身上，
很多看似按部就班长大的文理生，本身
也有非常多的爱好。而新媒体的蓬勃
发展，让一些小众的爱好有很好的平台
和空间，发展成为职业。“大家更偏向于
去做自己喜欢的，因为能够为之付出更
多的热情而不会感到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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