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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总体方案》指出，党政机关、事业
单位、国有企业要带头扭转“唯名
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按照
岗位需求合理制定招考条件、确
定学历层次，在招聘公告和实际
操作中不得将毕业院校、国（境）
外学习经历、学习方式作为限制
性条件，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
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使
用机制，改变人才“高消费”状
况，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良好

局面。
王霆认为，一方面，相关部门

要加强法律保障，推动出台“反就
业歧视法”，坚决防止和纠正招聘
中的学历“一刀切”，求职者在遭遇
歧视时也应积极维权，主张平等的
就业权利。另一方面，应推动构建
以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选评
机制。

“应放下偏见，以发展的眼光
看待人才。”王霆认为，除了学历等
显性指标之外，企业还应关注藏在

‘冰山’之下的非认知技能，例如责

任心、团队意识、抗压能力、沟通能
力等，这些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一个人的发展潜力。

冯丽娟的团队目前正为不少
企业做人才盘点，对各岗位优秀人
才所具有的特质进行分析、提炼，
并以此为指引，量身制定更科学的
甄选方法。“企业要把人岗匹配而
非学历，摆在考察的首位，这既是
对求职者的尊重，从长远看也能够
提高员工队伍的稳定性。”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工人日
报）

中国短跑运动员苏炳添12
日在社交媒体宣布，由于身体
原因，决定不参加即将开始的
世锦赛和亚运会田径项目选拔
赛，并提前结束2023赛季。

苏炳添透露，多年积累的
伤病和得流行病后身体机能的
变化，给自己今年的备战带来
许多困难。“自从身体在训练中
出现不良反应，队伍为我进行
了一系列的检查与测试，并积
极地向各方咨询、寻求帮助。
最终，经过专家建议与团队协
商，为了能够更好地延长竞技
运动生涯，我不得不放弃今年
的比赛，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息
与调整。”他写道。

苏炳添表示，自己将持续
关注布达佩斯世锦赛和杭州亚
运会中国队的表现，为队友们
加油、喝彩。他自己则将目标
瞄准一年后的巴黎奥运会：“我
也不会停下逐梦的脚步！我会
利用这段时间积极恢复，全力
以赴地备战 2024 巴黎奥运
会。”

中国田协相关负责人表
示：“中国田径协会对苏炳添的
决定表示理解和尊重，并将继
续不遗余力做好后续服务保障
工作。对于苏炳添这样一名自
律刻苦、敢于拼搏、为国争光的
优秀运动员，我们期待他在充
分休整后，以更好的状态重返
赛场。”

今年8月苏炳添将年满34
岁，他是中国首位突破10秒大
关的男子百米运动员。东京奥
运会上，苏炳添以9秒83的成
绩改写亚洲纪录，历史性地闯
入男子100米决赛。他还帮助
中国男子4×100米接力队获
得东京奥运会铜牌。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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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炳添提前结束
2023赛季
全力备战巴黎奥运会全力备战巴黎奥运会

仅招第一学历名校生、全日制毕业生

学历歧视为何有禁不止？
激烈的就业竞争加剧了学历歧视，不仅违背了就业公平

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人岗错配。受访专家建议，相关部
门要加强法律保障，推动出台反就业歧视法，同时构建以能力
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选评机制。用人单位应制定科学的人才
甄选方法，注重考察人岗匹配度。

刘畅是天津某985高校的
应届博士生。最近，她应聘了家
乡两所211大学的教职，却均未
通过简历初筛，其中一所学校反
馈：“第一学历有点弱。”这让本
科毕业于普通院校的刘畅十分
沮丧，“读博期间，我在核心期刊
发表了多篇论文，本以为至少能
获得面试机会。”

随着求职竞争愈发激烈，
学历日益成为用人单位倚重的
筛选指标。“仅招名校生”“仅
招第一学历名校生”“仅招全
日制毕业生”……学历限制的
不断“细分”，帮助企业提高了
招聘效率，但也在某种程度上
造成了人岗错配，严重有悖就
业公平。

嘉欣在大连一所“双非”院校
（即非985、211院校）的工商管理
专业读大四，读书期间的履历堪称
丰富：获得学校一等奖学金，在知
名会计师事务所、世界500强企业
等单位实习。

然而，这并没有减轻求职难
度。去年秋招起，嘉欣一共投递
了60多份简历。据她统计，70%
石沉大海，而她那些在 985 学校
读书的高中同学，很轻松就能过
网申。

在某互联网公司负责校招工
作的胡康透露，很多“大厂”利用算
法筛选简历，院校背景弱的求职者
很难被“看见”。“以我们公司为例，
第一轮先筛学历，由机器抓取关键

词，只留下‘双一流’高校的毕业
生，接下来再对实习经历和校园实
践进行打分。”

在一家金融企业的招聘中，嘉
欣的能力受到认可，“过五关斩六
将”走到了终面。在面试的最后，
面试官突然发问：“你的学校不是
211吧？”嘉欣暗道不妙，最后果然
落选。“‘双非’像一种烙印，抹杀了
我高考后的一切努力。”她感到不
解又无奈。

记者发现，不少“体制内”单
位招聘时，也有明显的学历“偏
好”。

“俗话说‘不拘一格降人才’，
可实际是‘一格一格降人才’。”李
瑞是一所211高校的研三学生，近

半年来参加了多省市组织的十余
次考试。他发现，有的单位仅面向

“双一流”高校招聘；有的单位把岗
位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招录985、
211高校和省内部分院校的学生；
还有单位规定，“本硕均为985”可
以拿到额外补贴……

经常遭受区别对待的，还有非
全日制毕业生。中国教育在线发
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超八成的
非全日制研究生因学历在就业过
程中受到过歧视。李瑞有一位读
非全日制硕士的学姐，去年在春招
中通过某央企考核并签署了就业
意向书，却在后续考察阶段被质疑

“录取分数低”“毕业要求低”，最终
失去了机会。

在前程无忧首席人力资源专
家冯丽娟看来，劳动力市场已由昔
日的“卖方市场”过渡至“买方市
场”，激烈的就业竞争加剧了学历
歧视。“据统计，今年春招中经由

‘前程无忧’网站投递的简历数量，
比2021年同时期增加了30%。但
开放的岗位数量并没有明显增长，
企业由此获得了更广阔的筛选空
间。”

胡康对此表示认同：“这两年
的校招中，一些‘大厂’收到了十几
万乃至几十万份简历，人事部门没
有精力去逐一判断，‘卡’学历被认
为是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筛选方
式。”

在冯丽娟看来，“唯学历”的另
一重原因在于，用人单位缺乏筛选
工具，难以更精准地鉴别求职者之
间的素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从
统计学意义上讲，求职者的教育背
景确实与其能力水平存在一定相
关性。因此，985、211、“双一流”等
高等教育建设工程项目的标签，成
了招聘时现成的“筛子”。

“这种粗放式招聘经常失了准
头。”胡康坦言，在实际工作中，一
些学历没那么亮眼的同事反而表
现更加出色且稳定。“但在毕业生
数量不断创新高的当下，筛掉优秀
人才带来的潜在损失被冲淡，用人
单位因此缺乏改进招聘方式的动

力。”他反思道。
“学历歧视会对劳动力市场产

生负面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商学
院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
主任王霆表示，用学历将人才标签
化，忽视了求职者的差异性和能动
性，这不仅会破坏就业公平，损害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容易造成资
源错配，不利于人才活力的充分释
放。此外，这种“名校情结”无形中
会将就业压力向基础教育阶段传
导，加剧高考竞争。

冯丽娟还提到，一些在就业市场
处于强势地位的用人单位，热衷于用
名校生“装点门面”，不考虑岗位的实
际需求，造成高学历人才浪费。

推动构建以能力为导向的选评机制

“唯学历”源于筛选能力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