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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季节，称之为毕业季。大学校园里，比基尼毕业照、最美毕业照、励志毕业照、一个人的毕业照……各式各
样，让人眼花缭乱。还能看到在读研、出国、考公等诸多选择面前，学子们的自信、坚持、踌躇和焦虑。毕业是一段征征程
的结束，也是另一段征程的开启，是每个人无法忘怀的记忆。齐鲁晚报“毕业季”报道，为你讲述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展现一个个动人的瞬间。

一一个个班班3388人人，，2266人人考考研研或或出出国国
山大一实验班毕业生首选继续深造

■毕业季·选择

本报记者 周国芳 许亚薇

就业率
较去年降了两成

有的惬意享受毕业旅行，有
的焦虑等待面试通知，进入毕业
季，即将告别大学的毕业生心态
各异。

通常来说，读研、出国、签约
工作都会纳入就业率的统计，也
就是说，继续深造也属于一种就
业。据了解，今年整体的就业情
况不如去年好，今年相比去年，
考研的同学多了，相应考研失败
的同学也多，这部分同学还在找
工作。

“今年签约时间普遍较晚。
去年这时候，包括读研、工作的
学生大概接近90%。而今年截止
到目前来看，签约率接近70%，
就业率较去年降了两成。”负责
就业统计的人员介绍。

从记者拿到的就业去向表
可以看出，38名毕业生中，12人

选择找工作，其中已经签约的有
7人。从签约的工作类型来看，包
含证券、银行、保险、投资公司
等，基本与专业对口。有26人选
择保研、考研和出国。

“经济学作为舶来品，一般
来说，经济学的学生希望能出国
开阔眼界，而且国外的经济学术
更前沿。另外，与本科生相比，研
究生就业更快，就业的质量也相
对高很多。”就读于实验班的凌
云一心读研，没想过就业。与普
通班不同，国际化实验班的专业
课实行全英文教学，因此最终选
择出国“镀金”的也是经济学院
里最多的，有10人。

找工作
遭遇性别差异

记者调查的实验班今年共
有38名毕业生，包括13名男生、
25名女生。与1:2的男女比例相
比，男生女生之间的毕业去向选
择也有明显的差异。其中，女生
保研的7人，出国的8人，考研的5

人，找工作的5人；男生保研的2
人，出国的2人，考研的2人，找工
作的7人。

“有些用人单位会明确表示
男生优先，也有些单位不明说，
但从入围情况看，明显可以看出
男生比例很高，女生都是表现特
别优秀的。”在25人中，记者随机
采访的两位女生这样看找工作
时的性别差异。

侯小琳（化名）讲述了她面
试的一次遭遇。“那是一家房地
产公司，简历初筛之后进入面
试。面试环节，我记得很清楚，我
们那一组有一个男生简单地说
了几句，基本没有发言。但在入
围名单上，我意外地看到了那个
男生的名字。”侯小琳说。

几次面试的经历和最终的
签约情况，印证了侯小琳的判
断。男女在就业上存在较大差
异，尤其是高层次就业的基本都
是男生。她笑着说，“班里有些男
生学习成绩不是特别靠前，但找
工作却很容易，最终签约单位也
不错。”

本报记者 许亚薇 周国芳

复习一周后
放弃考研

对于大四毕业生来说，大三
结束时的那个7月是盲目而焦灼
的。是复习考研呢，还是直接找
工作？如果找工作，又要找一份
怎样的工作呢？

2012年9月，1994年出生的
德州姑娘林煦考上了山大最热
门的经济学院，成为金融专业的
学生。今年7月，完成四年的学
业，她要毕业了。

去年7月，受周围环境影响，
迷迷糊糊之中，林煦带着几本考
研复习资料，跟几个平时关系不
错的同学一起去了自习室。“周
围好多人在准备研究生考试，有
人准备保研，有人准备考研，我
也就跟着准备。”林煦说，那时候
她并没有考虑自己想要的到底
是什么。

然而，仅仅复习了一个周，
林煦觉得自己很疲惫。“不想学
了，好像并不想继续读书。”后来
她才回忆起，自己刚入学时就已
经决定不读研。

“大一刚入学那会儿就想
过，本科毕业后绝不考研，一来
觉得再学三年有点浪费时间，二
来自己不适合搞学术，对于做研
究也不是特别有兴趣。”大四的
到来，让大学时期有些懒散的林
煦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盲目投简历
石沉大海

放弃考研后，林煦把所有的
时间和精力都转移到找工作上。

“身边的同学，除了考研的、出国
的，不少人在找工作的同时准备
公务员考试。”经历过放弃考研
的心理变化，林煦开始正视自己
的内心选择，她清楚地知道，除
了不想考研，自己也不想考公。

“投了数不清多少份简历，
每天浏览各大招聘网站，参加来
学校举办的企业招聘会，只要有
招聘经济学相关专业的岗位，我
就会投简历。”林煦说。

如大多数深陷毕业季就业
困扰的同学一样，刚开始找工
作，林煦成了“广撒网”的一员，
然而，绝大多数简历都石沉大海
了。

没拿过奖学金，仅在银行
大堂实习过半个月的林煦，是
众多毕业生中最普通的一员。
林煦坦言，大学这几年有些懒
散，除了完成学业、英语成绩优
异，自己好像没有特别拿得出
手的技能。

直到去年11月，“海投”简
历终于得到了回报，经历了多
轮笔试、面试，林煦拿到了青岛
某大型民营企业的offer。“我应
聘的是投融资后台岗，这份工
作是自己感兴趣的。”林煦说，
她慢慢找到了工作方向，那就是
投融资。

实习经历
为她加了分

拿到offer后，林煦前往青
岛，开始实习。她没有像之前在
银行大堂实习时那样产生厌倦
心理，而是踏踏实实待了两个
月，这成为她日后获得更好工作
的砝码。“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
触金融后台，学习了更多专业知
识，更重要的是，两个月时间让
我不再那么浮躁地看问题。”

“时间久了，觉得这份工作
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不要求
你去学太多东西。想来想去，那
不是自己想要的，还是想去北上
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工作。”林煦
说，过完年，趁春招季，她着手找
新工作。3月回到学校，林煦每天
浏览北京、上海各大高校的招聘
网站，投递简历。与去年刚开始
找工作时的盲目有所不同，林煦
充实了自己的简历，同时，把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自己感
兴趣的领域——— 金融投资咨询。

让林煦有些意外的是，3月
底，她接到了北京的电话。“本来
只想试试，没想到简历能过。”林
煦说，可能是两个月的实习经历
给自己加了分。

半个多月的时间，林煦往来
于济南和北京之间，说起单趟
195元的高铁票，林煦笑言“有点
贵”。4月15日她收到了录用通
知。
（应受访者要求，林煦为化名）

765万，这是人社部发布的今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的数量。
距离毕业两个月，大学生就业情况如何？男女就业情况有哪些差
异？对此，记者以山东大学2016届经济与金融国际化实验班为样
本，调查了全班38名毕业生的情况，继续深造成了毕业生的首选，
有26人选择保研、考研和出国。

绝绝不不考考研研，，就就想想找找个个称称心心工工作作
一女大学生“海投”简历大半年，几经波折如愿以偿

在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像林煦这样的女孩儿有些特殊，她不受周围环
境影响，不出国，不考研，不考公，用大半年的时间，踏踏实实地寻找一份
自己满意的工作。4月15日，林煦在微信朋友圈里写下“终于尘埃落定”。5
月下旬，她将去北京，加入一家知名的城市发展咨询企业。

葛心声

找找工工作作，，也也反反省省自自己己

采访结束后，林煦发来一篇文章。在林煦看来，找工作的大半
年，她在迷茫中找到了自己。刚开始找工作参加面试的时候，面
试官会问她怎么看待自己、将来的打算是什么，“回答的时候，装
作知道自己目标的样子，言之凿凿，其实我在内心深处问自己：
关于未来，我到底想要什么？”

林煦的朋友圈子里也持续着这样的状态，不少人开始反省自己，
甚至出现了关于“无知”的讨论——— 不知道自己无知，才是最大的无
知。

“好在一切都顺其自然。”回想起找工作的时光，林煦说，她记
得实习时的财务主管告诉她，人生是单行道，要慎重，但人生很长，
拐错一个弯，只要大方向没有偏离，总可以修正过来。

在山大举办的招聘会上，学子和招聘单位“双向选择”。（资料片）

本报记者 许亚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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