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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饭碗报告的说明书 

2014 年夏天，应届毕业生大潮呼啸着涌入就业市场。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 727

万，继 2013 年的“史上最难就业季”又增加 28 万，创历史新高。“僧多粥少”已经成为近

年来应届毕业生的基本就业现实，“招工难”与“就业难”诡吊地并存于人们的热门议论当

中，无论是寒窗苦读数十载的博士，还是准备先人一步进入社会的中专生都难免到处碰壁的

厄运。在这个简历横飞、人才过剩的时代，每个初入职场的年轻人都为了一份理想的工作使

尽浑身解数。另一方面，企业福利的完善和越来越有挑战性的工作吊足了职场新生代的胃口。

然而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用人单位减少释放岗位需求，同时数据时代日新月异的行业变

化更提高了用人单位的录用门槛，HR 们精挑细选从茫茫人海中寻找尚未被发掘的金子。在

就业市场上，求职者心急如焚，用人单位求贤若渴，供求双方小心翼翼地进行着博弈，2014

年的就业季演绎出从未有过的惊心动魄。 

《赶集网 90 后饭碗报告》数据来源于赶集网每日近千万用户访问积累的平台数据，包

括职位数、简历数及流量供需比等；并运用赶集网的平台，通过在线问卷的调查方法采集一

手数据，由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进行数据分析与研究撰写。调查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历时三个月，共回收来自全国各地 355158 份有效问卷，覆盖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等 68个大中小城市，受访人群涵盖各个学历水平，全面展现 2014年应届毕业生

的就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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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碗报告都有啥 

 2014 年应届毕业生平均起薪 2443 元/月 

2014 年应届毕业生求职大戏告一段落，调查显示，2014 年应届生平均起薪为 2443 元/

月，比 2013 年增加了 324 元，其中一线城市薪资水平领先，男生的平均起薪要高于女生。

就业率方面，学历不再是硬指标，大专毕业生就业率高于本科生，中专生就业率高于高中生。 

 

 90 后玩得酷：低学历人群创业热情高 

名牌大学毕业？研究生学历？海龟高富帅？No! No! No! 这些都不重要，名牌大学博士

生还找不到工作呢，我们要靠自己的本事白手起家，找准机会，在广阔的蓝海之中创立自己

的一番事业，出任 CEO，迎娶白富美，从此走上人生巅峰„„此次调查显示，中低学历者的

创业意愿是高学历者的 2.4倍，屌丝都想逆袭，是不是被他们的激情感动了呢？ 

 

 90 后靠得住：男性就业地点追随女性 

女方决定就业地点，男方选择追随，是本次调查中一个有意思的发现。调查显示，2014

年的应届生情侣中，高达 83%的男生决定毕业之后和女朋友去同一座城市工作，而女生持此

种意愿的人只有 77.3%。看来“顾家”的男生还真不少，伴侣的城市坐标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一个男生未来的去向。“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会追随你到地老天荒„„看来 90

后的男生们也都是性情中人呢~ 

 

 90 后择业观念更实用主义：偏爱体制内，国企最受欢迎 

2014年的应届生人才市场已经全面进入 90后时代，特殊成长环境下造就的独特思维方

式会在他们面临职业选择的关头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调查的结果还是给了人们不

小的惊讶，曾经锐气满满的 90 后毫不掩饰自己对体制的向往，近一半的应届生表示毕业之

后想去体制内工作，其中国有企业最受欢迎。追求个性、思想前卫的 90 后偏爱体制内的工

作，实在是出乎人们意料，看来体制内工作提供的稳定的工作、优厚的福利以及较高的社会

地位对年轻一代仍具有很大诱惑力。 

 

 先就业再择业，毕业第一年成为过渡年 

都毕业了还没想好干什么？没关系，先临时找份工作干着呗。这是很多 90 后毕业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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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观念，对于即将到来的全新人生阶段，初出茅庐的应届生并没有做好迎接它的准备，调

查显示，对于工作第一年的规划，近半数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先工作一段时间再决定去留，

找工作似乎成了一个毕业之后必须尽快完成的程序，“先就业再择业”成为普遍流行的就业

观，准备一年之后离职跳槽的大有人在。下次再见到老同学别忘了问一句：“亲，今天你跳

槽了吗？” 

 

 1 分钟简历：6 成简历被浏览时间少于 1 分钟 

9.3%的企业 HR 平均 10 秒浏览一份简历，而几乎 60%的企业在一份简历上停留的时间

不会超过 1 分钟。如何能在这 1 分钟内抓住企业的眼球，获取面试的机会，成为给予应届毕

业生的重要课题。 

 

 酒店管理类专业起薪最高，环境科学类专业收入最低。 

在不同专业的平均起薪方面，酒店管理类专业虽然就业率很低，但是平均起薪却最高，

为2900元；物流类专业在就业率和薪酬水平方面均名列前茅，成为很有前景的专业，它的平

均起薪为2875元；电气自动化专业排名第三，平均起薪为2842元。而排名最后的三类专业

分别为汽车维修类、旅游管理类以及环境科学类，他们的平均起薪在2000元左右。 

 

 就业是否看爹 

父母对工作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会左右孩子未来的职业选择，2014年应届生就业情况调查

显示，应届生毕业之后的工作意向与父母的工作性质高度相关，此次调查数据可以明确地显

示，应届生就业的选择基本全看“爹”，父母是做什么的，基本上孩子在毕业之后也会优先

考虑这类工作。 

 

 供需错位：个人求白领，企业找蓝领 

从就业市场岗位的需求与供应来看，企业提供最多的岗位与求职者需求最多的岗位并不

对应，赶集网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赶集网的求职岗位前五位分别是经理助理/秘书/文员、

教师、行政专员/助理、会计、人事主管/经理等职位，这些都是传统上“高大上”的白领职

位，比较体面。而企业招聘岗位的前五位却是销售、技术/工人、中介服务、客服、服务员

等蓝领职位，所以求职者的职业期望和当前的就业现实还存在一定差距，应届毕业生需要转

换思路，关注竞争不太激烈又需求量大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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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恨90后，企业对90后工作尚算满意 

随着90后逐步走入社会，如今90后员工已开始成为企业的主要新人来源。90后的个性与

80后、70后又是截然不同。从企业对90后的工作满意程度来看，40%左右企业表示满意，但

也有10%的企业表示不够满意。 

 

 

90 后的理想与现实 

有 90 后的地方从来不缺少话题。这是一个承载了太多议论和眼光的标签，他们是在争

议中长大的一代人，曾被嘲笑指责，也曾被寄予厚望，如今他们的羽翼已日渐丰满，开始打

拼属于自己的天地。2014 年，应届生就业市场全面进入 90 后时代，他们充满幻想、天马行

空，但也深知脚踏实地的必要。90 后的择业观如何，他们的就业现状是怎样的？90 后对选

择企业有怎样的看法，企业对 90 后求职者的印象如何？本报告将集中解答以上问题。  

《赶集网 90 后饭碗报告》关注 90 后应届毕业生和企业供需双方，内容涵盖就业、薪酬、

岗位、专业等各方面话题，对 90 后应届生的情感、生活、工作等情况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

对用人单位的关注点、招聘行为、薪资待遇也进行了重点考察。此研究报告对于求职者和企

业双方来说都具有参考价值： 

对应届生来说，可以了解今年的就业形势，为他们的求职和未来的职业发展提出参考意

见，对于将在未来几年毕业的学生来说，报告给他们提前预热，把握企业需求的重点，明确

自己的定位。 

对企业来说，可以全面了解今年应届毕业生的基本情况，同时得到就业市场的相关信息，

并把握应届生的需求和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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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捧起饭碗-毕业生薪酬有几何？ 

2014 年中国应届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继 2013 年之后被称为“史上更难就业季”，就

业市场竞争激烈，供需矛盾明显，应届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学历、经验、性格、

自身能力等各方面的指标决定了一个人的综合竞争力，求职者对未来的职业生涯充满期待，

企业也希望从新一年的毕业生中淘到合适的人才。2014 年应届生的平均薪资水平究竟如何，

本部分将结合专业、学历、岗位、地区等各个方面回答以上问题。 

 

1. 毕业生起薪-每月 2443=1/2 个苹果手机 

 

图 1：应届生实际起薪 

工作后挣到的第一份工资，对应届毕业生来说意义非凡。就现实情况来看，今年的应届

生拿到的人生第一份工资还是比学姐学长们多了一些。2014 年应届生的平均起薪较 2013 年

有所增加，应届生就业情况调查显示，2014 年应届生的平均起薪为每月 2443 元，比 2013

年增加了 324 元。 

  

2443元  

2119元  

2014年 2013年 

应届生实际起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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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了长相外 决定薪水的一万个理由 

【一线城市挣钱多，二线城市中南京工资高】 

 

图 2：不同城市应届生的起薪水平差异 

在城市方面，四个一线城市的应届生起薪仍然最高，其中魔都以 3241 元居首，帝都以

3108 元排在第二位，上海和北京成为仅有的两个平均起薪超过 3000 元的城市，遥遥领先于

另外两个一线城市及其他城市。南京的薪酬水平紧随一线城市之后，表现突出。而在此次调

查中，成都、南昌和武汉的平均起薪排名垫底，其中武汉 2018 元/月的平均起薪比总体的平

均起薪少 428 元。 

表格 1：不同城市应届生起薪 

排名 城市 
应届毕业生 

起薪水平 
排名 城市 

应届毕业生 

起薪水平 

1 上海 3241元 14 福州 2254元 

2 北京 3109元 15 西安 2228元 

3 深圳 2905元 16 贵阳 2182元 

4 广州 2839元 17 呼和浩特 2180元 

5 南京 2813元 18 昆明 2159元 

6 合肥 2717元 19 郑州 2128元 

7 杭州 2664元 20 长沙 2120元 

8 苏州 2625元 21 沈阳 2110元 

9 天津 2596元 22 成都 2109元 

10 青岛 2563元 23 南昌 2071元 

11 重庆 2536元 24 武汉 2018元 

12 济南 2483元  其他城市 2236元 

3,241  

3,109  

2,905  

2,839  

2,813  

2,717  

2,664  

2,625  

2,596  

2,563  

2000 2200 2400 2600 2800 3000 3200 3400

上海 

北京 

深圳 

广州 

南京 

合肥 

杭州 

苏州 

天津 

青岛 

不同城市应届生的起薪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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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城市 
应届毕业生 

起薪水平 
排名 城市 

应届毕业生 

起薪水平 

13 石家庄 2300元    

整体 2443元 

数据来源：  

 

【本科及以上人群起薪较高，高中学历人群逆袭】 

 

图 3：不同学历应届生起薪水平差异 

在学历方面，不同学历应届生的起薪水平与就业率正好相反，高学历人群起薪最高，本

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届生以 2776 元的平均起薪遥遥领先，高中学历的应届生为低学历人群代

言，以 2596 元/月的平均起薪排名第二，大专、中专及以下学历人群的薪酬则表现平平。 

 

【职场需要女汉子：男生起薪水平高于女生 389元】 

 

图 4：不同性别应届生起薪水平差异 

这年头，体力劳动越来越不重要，脑力及技术型、智慧型劳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职

2,776  

2,252  

2,596  

2,163  

本科及以上 大专 高中 中专及以下 

不同学历应届生的起薪水平对比 

2,630  

2,241  

男生 女生 

不同性别应届生的起薪水平对比 

差38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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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当中长期以来的“重男轻女”现象依然存在，在步入职场之初，女性就已经感受到了现实

的残酷。此次调查显示，应届毕业生中男生的平均起薪要比女生高出 389 元，许多企业在同

等条件下更愿意录用男生，许多女生不得不通过接受较低的薪资来实现就业，这样看来，女

汉子们翻身做主人的时候到了。 

 

【酒店管理类专业起薪最高，环境科学类专业收入最低】 

 

图 5：不同专业应届生起薪水平差异 

在不同专业的平均起薪方面，酒店管理类专业虽然就业率很低，但是平均起薪却最高，

为 2900 元；物流类专业在就业率和薪酬水平方面均名列前茅，成为很有前景的专业，它的

平均起薪为 2875 元；电气自动化专业排名第三，平均起薪为 2842 元。而排名最后的三类

专业分别为汽车维修类、旅游管理类以及环境科学类，他们的平均起薪在 2000 元左右。 

 

1,855  

2,004  

2,033  

2,047  

2,090  

2,109  

2,164  

2,173  

2,350  

2,415  

2,500  

2,565  

2,583  

2,636  

2,639  

2,714  

2,714  

2,842  

2,875  

2,900  

1700 1900 2100 2300 2500 2700 2900 3100

环境科学类 

旅游管理类 

汽车维修类 

幼儿教育类 

财会类 

工商管理类 

护理学类 

医学类 

市场营销类 

土木水利类 

法律类 

语言文学类 

计算机应用技术类 

机械技工类 

农林牧渔类 

通信类 

电子商务类 

电气自动化类 

物流类 

酒店管理类 

不同专业应届生的起薪水平对比 

平均起薪：244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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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就业形势看好，就业率、薪酬双双领先】 

 

图 6：文科与理工科就业率、起薪水平对比 

文科类专业与理工科类专业在就业方向和工作内容上面有很大差异，很多人都在为学文

还是学理的问题纠结不已。仅从目前的就业形势来看，文科类专业的总体表现稍逊色于理工

科类专业。2014 年应届生就业情况调查显示，理工科的应届生就业率高于文科；在薪酬水

平方面，理工科应届生的平均起薪为 2546 元，而文科应届毕业生的平均起薪则只有 2292

元，两者相差 254 元。 

 

3. 难！14.3%的就业率 找工作跟找媳妇一样难 

 

【就业难，85.7%的应届生没有找到工作】 

 

图 7：应届毕业生就业率情况 

14% 

16% 

文科 理工科 

文理专业就业率对比 

2292  

2546  

文科 理工科 

文理专业起薪水平对比 

已找到工

作, 14.3% 

没有找到

工作, 
85.7% 

应届毕业生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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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应届生就业情况调查显示，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只有 14.3%的应届生找到

了工作，和去年相比，这一数字下滑了 2.5%，由于 2014 年应届毕业生人数的继续增加，以

及 GDP 增速减缓等综合因素，就业形势仍然难以好转。 

 

【物流、市场营销类专业就业率较高，法律专业难就业】 

 

图 8：不同专业应届生就业率差异 

在 2014 年应届生就业情况调查中，理科专业中的物流类、机械技工类及农林牧渔类专

业就业率较高，文科专业中的市场营销类、电子商务类专业就业率较高，而法律类专业成为

2014 年最难就业的专业。 

  

7.79% 

7.97% 

10.06% 

11.63% 

12.60% 

12.61% 

12.95% 

12.95% 

13.75% 

14.23% 

14.58% 

15.12% 

15.36% 

15.70% 

17.74% 

19.44% 

19.78% 

19.88% 

19.90% 

24.35% 

0.50% 5.50% 10.50% 15.50% 20.50% 25.50% 30.50%

法律类 

护理学类 

幼儿教育类 

酒店管理类 

土木水利类 

医学类 

汽车维修类 

语言文学类 

环境科学类 

财会类 

通信类 

旅游管理类 

电气自动化类 

工商管理类 

计算机应用技术类 

电子商务类 

农林牧渔类 

机械技工类 

市场营销类 

物流类 

不同专业应届生的就业率对比 

整体就业率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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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招不到人 我也找到不到工作 

 

【就业难，85.7%的应届生没有找到工作】 

2014 年应届生就业情况调查显示，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只有 14.3%的应届生找到了工

作，和去年相比，这一数字下滑了 2.5%，由于 2014 年应届毕业生人数的继续增加，以及

GDP 增速减缓等综合因素，就业形势仍然难以好转。 

 

【招工难，72.9%的企业难以招到合适应届生】 

 
图 9：企业对应届生的招聘需求 

 
图 10：企业招到合适的应届生的难度 

前面已经提到，仍有 85.7%的应届毕业生正拿着一纸简历到处找工作，但学生就业难的

同时，人口红利的消失，使得企业也面临“招工难”的难题，有 91.7%的企业表示希望招收

应届生，其中接近 40%的企业应届生的招聘需求多于 10 人，但同时 72.9%的企业也认为难

有招聘

应届生

需求, 
91.7% 

没有需

求, 
8.3% 

企业招聘应届生需求 

60.7% 

17.0% 
22.3% 

1-10人 11-20人 20人以上 

企业招聘应届生数量需求 

24.9% 

48.1% 

23.2% 

2.7% 1.2% 

很难 比较难 一般 不太难 不难 

企业招到合适的人的难度 

72.9%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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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招到合适的应届生。 

总体看来，2014 年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就业市场呈现出供需错位的情况，

导致应届生求职和用人单位招聘均遇到困难。 

 

【供需错位：期望岗位多为高大上，实际岗位需求偏向基础职能】 

从就业市场岗位的需求与供应来看，企业提供最多的岗位与求职者需求最多的岗位并不

对应，赶集网数据显示，2014 年上半年赶集网的求职岗位前五位分别是经理助理/秘书/文员、

教师、行政专员/助理、会计、人事主管/经理等职位，这些都是传统上“高大上”的白领职

位，比较体面。而企业招聘岗位的前五位却是销售、技术/工人、中介服务、客服、服务员

等蓝领职位，所以求职者的职业期望和当前的就业现实还存在一定差距，应届毕业生需要转

换思路，关注竞争不太激烈又需求量大的岗位。 

              表格 2：赶集网求职期望职位与企业招聘职位 TOP5 比较 

求职期望职位(top5) 企业招聘职位（top5） 

经理助理/秘书/文员 销售 

教师 技工/工人 

行政专员/助理 中介服务 

会计 客服 

人事主管/经理 服务员 

                 数据来源：  

 

5. 薪水决定生活 

 

【应届生月均花费 1138 元，月均储蓄 325 元】 

 
图 11：应届毕业生的月均花销 

在针对 2014 年应届生生活情况调查中，应届生的整体月均花销为 1138 元，其中已经

1138  

1229  

1122  

总体 已经找到工作 没有找到工作 

应届生月均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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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工作的应届生平均每月的开销是 1229 元，尚未找到工作的应届生月均花费为 1122 元，

虽然前者花费稍高但差距不大，因为绝大多数的学生目前仍然住在学校，只有少数已入职且

工作地点较远的学生可能自己租房，所以多数人没有住宿的压力，开销还是处于一个相对较

低的状态。 

 

图 12：应届毕业生的月均储蓄 

 
图 13：应届毕业生的月均储蓄额分布 

2014 年应届生就业情况调查显示，应届生的每月平均储蓄为 325 元，其中已经找到工

作的人群月均储蓄为 539 元，比尚未找到工作的人群多 249 元。对于已经开始工作的应届生

来说，他们已经可以凭借自己的收入为日后积累财产。 

不同于父辈的精打细算型消费，90 后已经刷新了传统的消费理念，他们在消费观念上

更大胆，超前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已成为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这些人出手阔绰，喜欢尝试新

鲜事物，崇尚个性消费，这种消费方式大大增加了年轻人的开销水平，减弱了他们的储蓄意

愿和能力，也造就了“月光族”这样独特的生存样态。此次调查显示，在已经找到工作的应

届生当中，近四成的人没有储蓄，他们过着典型的“月光”生活，因为收入低、生活成本高、

325  

539  

290  

总体 已经找到工作 没有找到工作 

应届生月均储蓄 

5.5% 

18.9% 

36.1% 

39.50% 

2000元及以上 

1000-2000元 

1000元以下 

没有储蓄 

已找到工作应届生的月均储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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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欲望强，这类人群每个月的收入基本上全部用于了消费，很难存钱。刚刚工作的学生在

兴奋地拿到自己人生“第一桶金”的时候，应学会理性消费，重视个人理财，以缓解生活压

力、规避经济风险，为日后的长远生活增加一些保障。 

 

【七成独立，三成坑爹】 

 

图 14：工作后父母的资助情况 

 

图 15：父母月资助超 1000 元人群的就业与开销状况 

2014 年应届生就业情况调查显示，有 65.9%的人毕业以后不会再得到父母的资助，这些

人依靠自己的收入实现了经济独立，不做“啃老族”。而有 5.9%的人每月还会得到父母 1000

元以上的经济资助，这群人中有 84%的人没有找到工作，但是他们的月均开销却达到 1553

元，比 2014 年应届生的平均水平高出 36%。 

 

65.9% 

19.3% 

8.8% 
5.9% 

基本不给 500元以内 500-999元 1000元及以上 

毕业后父母的资助情况 

84% 

16% 

父母月资助超过1000元人群

的就业情况 

未找到工作 已找到工作 1553  

1138 

“啃老” 总体 

父母月资助超过1000元人群的

月均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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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0 后主流非脑残就业观 

1．玩得酷：屌丝逆袭热情高 

 
图 16：不同学历应届毕业生就业意向对比 

我没有大学文凭，我为自己代言——2014 年应届生就业情况调查显示，中低学历者毕

业之后的创业意愿是中高学历者的 2.4 倍，其中高中学历人群创业意愿最高，达到 17.9%，

没有优秀的学历作为找工作的“敲门砖”，很多低学历者不得不自谋出路。另一方面，在选

择民营、三资、私营企业的态度上面，则呈现出相反的特点，即学历越高的人越倾向于选择

这些企业作为自己的就业去向。 

 

【新时代的个体户  90 后最敢尝试新兴职业】 

 

图 17：对互联网新职业的态度 

 

21.5% 

41.0% 

4.3% 

25.6% 

35.3% 

7.7% 

20.4% 

24.9% 

17.9% 

24.0% 
27.0% 

11.4% 

国有企业 民营/三资/私营企业 创业 

不同学历应届生的就业意向对比 

本科及以上 大专 高中 中专及以下 

16% 3% 

33% 
34% 

14% 

尝试互联网新职业 

有机会可以尝试 

正在从事新职业 

绝对不会尝试 

可以考虑兼职 

感兴趣但不会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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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自主创业，做个悠闲的个体户也不错。时间自由、没有职场歧视和潜规则，不

用我为鱼肉的任人宰割，既是老板又是服务员，超多 90 后秉承“青春就是用来出卖的”，跨

入新时代个体户阵营。 

当然，作为 90 后的应届毕业生，完全浸染在互联网里的一代，总能最先发现机会，最

敢各种尝试。尤其当下异常火热的 O2O 来临，涌现出 N 多新鲜的职业，而这些职业极具想

象空间和收入空间，因此也诞生了一个全新的行业——“新时代的个体户”。什么兼职代驾、

YY 主播、处女座体验师、比基尼洗车、上门美甲„„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应届生要

把眼光放开阔一点，职业的选择远远不止传统职业那一亩三分地，未来的 O2O 可谓是广阔

天地，大有作为。 

 

2. 靠得住：成熟稳定居家必备 

 

【90 后择业观念求安稳：向往体制内工作】 

 

图 18：应届毕业生就业体制内外工作选择 

认为 90 后追求个性、思想前卫、反常规？认为 90 后不拘一格不屑于体制内？那就大错

特错了，虽然他们平时外表、行为看起来不靠谱，能玩能闹不稳重，但唯独在就业这件事情

上 90 后极其地实用主义，调查显示，49%的人表示毕业之后想去体制内工作，其中国有企

业最受欢迎，当前热门的国家机关公务员虽然工作稳定，但并不受 90 后应届生追捧。 

然而残酷的就业现实并不能满足所有应届生的工作意愿，2014 年的就业现实是，最终

只有 16.7%的应届生去了体制内工作，而有 78.9%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最终选择了体制外的工

作。 

49.0% 
45.3% 

5.7% 

16.7% 

78.9% 

4.4% 

体制内 体制外 其他 

应届生就业选择的体制内外对比 

就业意愿 

就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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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爱情，男性就业地点追随女性】 

 

图 19：毕业后是否与恋人在同一城市工作-是否已就业 

 

图 20：毕业后是否与恋人在同一城市工作-分性别 

都说毕业季也是分手季，即将离开校园的情侣即将面临事业与爱情的两难抉择，在这个

节点上，双方工作地点的选择或许预示了未来爱情的结局，恋人们毕业之后是选择追随一方、

坚守爱情，还是异地工作、各奔前途，人生的十字路口是保全爱情还是向事业妥协？2014

年应届生在此次调查中为我们给出了答案：总体来看，有 80%的人表示正在或者愿意和恋人

在同一座城市工作；在已就业的人群中，85.8%的人已经开始和另一半在同一城市为共同的

未来打拼，而对于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应届生情侣，也有 79%的人拒绝异地工作。 

女方决定就业地点，男方选择追随，是本次调查中一个有意思的发现。调查显示，2014

年的应届生情侣中，高达 83%的男生决定毕业之后和女朋友去同一座城市工作，而女生持此

80% 
85.80% 

79.00% 

20% 
14.20% 

21.00% 

全体 已就业 未就业 

毕业后是否和恋人在同一城市工作 

同一城市工作 不同城市工作 

83.0% 

77.3% 

男生 女生 

毕业后是否和恋人在同一城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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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意愿的人只有 77.3%。看来“顾家”的男生还真不少，伴侣的城市坐标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一个男生未来的去向。“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会追随你到地老天荒„„看来 90

后的男生们也都是性情中人呢~ 

 

【又岂在朝朝暮暮：毕业不分手，异地工作感情更珍贵】 

 

图 21：不同群体对异地工作与感情的看法 

在 2014 年应届生就业情况调查中，对于大部分正在或者打算毕业后与男女朋友在同一

城市工作的情侣，有 19.3%的人认为男女双方异地工作的话感情难以维持，而那些少部分选

择异地工作的人对感情表现得却非常坚定，有 44.1%的人认为异地工作双方的感情不会受到

影响，相比而言，选择在同一城市工作的人只有 20.1%的人持这种态度。可见，陌生的工作

环境和难以慰藉的孤独让分居两地工作的恋人们更加珍惜彼此。 

 

 

 

 

 

 

 

 

 

 

20.1% 

60.6% 

19.3% 

44.1% 

50.7% 

5.2% 

异地工作感情不受影响 

异地工作感情会受影响，但仍可维持 

异地工作感情难以维持 

不同人群对异地工作与感情的看法 

男女双方不在同一城市工作 男女双方在同一城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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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更实际，期望月薪与实际落差减少】 

 

图 22：应届生期望月薪与实际月薪差异 

从尚未就业的毕业生期望薪酬来看，2014 年应届生期望的平均起薪为 2606 元，较 2013

年略有提升。虽然期望收入与实际收入水平仍有落差，但是与 2013 年相比，这两者的差距

有了大幅度的减少，降低期望，愈加实际成为了 2014 年应届毕业生的一大特点。 

 

【更实惠的选择：二线城市继续升温】 

 

图 23：已就业城市和期望就业城市线级对比 

虽然北上广深依然是最热就业城市，但从全部应届就业人群来看，人们的选择正在悄悄

发生着变化。2014 年有 44.8%的应届毕业生去了二线城市工作，33.5%的应届生去了三线及

以下城市工作，而只有 21.7%的人选择了坚守“北上广深”。 

从就业意愿来看，在 2014 年应届生就业情况调查中，有一半多的应届生表示希望去二

线城市工作，一线城市和三线及以下城市分列二三位。综合就业现实来看，二线城市的就业

2606元  2510元  2443元 
211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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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届生期望月薪与实际月薪 

期望月薪 实际起薪 
差163元 差391元 

23.5% 

51.0% 

25.5% 

33.5% 

44.8% 

21.7% 

三线及以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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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 

已就业和未就业人群的城市线级选择 

就业城市 就业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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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和工作机会比较均衡，因此成为应届生就业最热门的城市线级，而一线大城市丰富的就

业机会和发达的经济对于求职者的诱惑没有完全消退，所以应届毕业生仍然把一线城市作为

第二选择，但大城市激烈的竞争和日益昂贵的生活成本却让人在实际找工作过程中望而却步，

转而把目光投向离家乡比较近的三线及以下城市。 

 

 

 

 

三、就业那点事 

1. 毕业生找工作可咋整 

 

【1 分钟简历：6 成简历被浏览时间少于 1 分钟】 

 

图 24：HR 浏览一份简历时长 

网络渠道的普及，使得招聘更加便利，企业经常能够收到相当数量的简历。因此对于

HR 来说，筛选简历也成为一项相对繁重的工作。面对海量简历，HR 放在一份简历上的时间

相对过去有所减少，有 9.3%的企业 HR 平均 10 秒浏览一份简历，而几乎 60%的企业在一份

简历上停留的时间不会超过1分钟。如何能在这1分钟内抓住企业的眼球，获取面试的机会，

成为给予应届毕业生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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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体看简历“最认真”，最低起薪与最高起薪企业看简历速度快】 

 
图 25：不同性质企业浏览简历时间少于 1 分钟的企业比例 

从企业性质来看，三资企业待遇相对最好，同时 1 分钟简历浏览的企业比例也是最高的，

达到 68.6%，社会团体因为招人相对艰难，因此浏览简历的时间也相对较长。 

 

图 26：不同应届生给薪水平企业浏览简历时间少于 1 分钟的企业比例 

从给应届生的待遇来看，最初，随着薪资的提升，浏览简历的时间越长，但是当待遇达

到 5000 元的时候，1 分钟简历浏览的企业比例显著提高，一方面由于这类企业相对热门，

简历数量众多，HR 能够花在单份简历上的时间越少。另一方面，抱持“投投看”心态的不

合格简历比例也会相对较高，HR 浏览的时间也就更短了。 

如何能在短时间内抓住 HR 的眼球，向企业证明自己“是个人才”，说服企业提供进一

步的面试机会，是每一个 90 后应届毕业生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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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月是找工作最佳时期】 

 

图 27：2014 年上半年赶集网求职和招聘发帖量对比 

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找工作的紧迫感催促着应届生早早就开始求职应聘，春节一过，就有

大批将在今年夏天毕业的应届生开始为将来的出路东奔西走，唯恐因动作慢而错失良机，于

是实习和找工作成了学生们在学校最后一个学期的主旋律，然而这真的是找工作的最佳时期

吗？ 

赶集网数据显示，2014 年上半年各月份应届生简历投递量和用人单位招聘发帖量呈现

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如前面所述，应届生求职市场从年后的 2 月份就开始持续升温，在 2

月下旬达到 90 万份左右的峰值，这一求职热潮一直持续到 3 月下旬，可见，2014 年的 2-3

月份是应届生求职的高峰时期。然而这一阶段用人单位却反应平平，从 4 月份开始，企业的

人才需求逐渐增加，招聘发帖量稳定增长，且越临近毕业招聘需求越大，到 5 月份仍呈现上

涨的趋势。从上半年的整体情况看，应届生找工作的最佳时期应该是 4-5 月份，而在之前两

个月盲目地“随大流”找工作可能适得其反，等待他们的是更惨烈的求职竞争。了解企业需

求，找准求职时机，是应届毕业生应该学会的求职技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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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鲜，吃遍天：技术型岗位起薪最高】 

 

图 28：不同岗位应届生起薪水平对比 

保安身高一米九，技工要拜个 8 级工匠，程序员要掌握几种语言，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

一招鲜，即适合这个行业的独特技能，这是找工作的硬实力，俗话说“一招鲜，吃遍天”，

一点儿也不假。2014 年应届生就业情况调查显示，平均起薪前三名的岗位均为工程师，分

别是硬件工程师：3729 元、机械工程师：3184 元、软件工程师：3180 元，他们也是仅有平

均起薪超过 3000 元的岗位，而收入最低的岗位分别是平面设计、客服和出纳，可见应届毕

业生在找工作的时候若有一技傍身，就更可能找到较好的工作，获得较高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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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招聘，风景这边独好】

 

图 29：企业的招聘渠道对比 

而针对企业的招聘情况调查显示，有高达 86%的企业一般通过网络招聘的方式寻找合适

的应届毕业生，网络招聘的方便、快捷已得到求职者和企业的认同，求职招聘类网站的出现，

给求职者们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像赶集这样帮助企业不断降低招聘成本，使得原来二三四

线城市很多待遇不错的工作浮现出来，从而推动了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就业市场的信

息不对称，缓解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供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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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求职成首选渠道，熟人推荐助推就业】 

 
图 30：不同应届生群体的求职就业渠道对比 

2014 年应届生就业情况调查显示，63.7%的应届生打算通过招聘网站找工作，12.7%的

人打算通过社交网络获取招聘信息，并且有 40.9%的人已经通过招聘网站找到了工作，在互

联网信息快速到达的今天，网络求职已经成为了 90 后应届生找工作的首选渠道。 

在针对已就业应届生的调查中，排名第二位的求职渠道是“熟人推荐”，广泛的人脉可

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人际关系对应届生就业的助推作用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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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行业背后的隐形冠军：职介、校园直招】 

 
图 31：采用校园直招的企业类型对比 

 

 
图 32：采用校园直招的行业类型对比 

还有一些企业会通过校园直招的方式，从合作院校中直接接收毕业生，这对于应届生来

说省去了找工作的烦恼，企业也可以更直接地招到所需求的人才。调查结果显示，私营企业

和民营企业最喜欢直接从学校招收对口生源，而这些企业也大多数来自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 

校园招聘是最隐形的招聘冠军吗？非也，你竟然不知道有一种叫做“职介招聘”的形式

存在，他们兼顾招聘方和求职者，与用人单位合作，帮助用人单位进行招聘，同时帮助求职

者达到最终被录用的目的，在一些劳动力需求量大的企业中，使用职业中介的方式进行招聘

颇为常见，职介招聘和校园直招是部分企业会优先选择的招聘渠道，之后才会考虑从正常的

社会渠道招人。 

求职者有了职介的助力，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就不那么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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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招人用人可咋弄 

 

【第一份工作更多抱持试试看心态】 

 
图 33：应届生对工作后第一年的规划 

对于长期生活在象牙塔中的学生来说，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将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状态，

这是他们之前十几或二十几年都从未有过的生活经验。对于即将到来的全新的人生阶段，应

届生头脑中更多的是懵懂和迷茫，很多人并没有做好迎接它的准备。于是对于工作第一年的

规划，有近半数的人抱有一种试试看的心态，先工作一段时间才决定去留，找工作似乎成了

一个毕业之后必须尽快完成的程序，“先就业再择业”的观念已成为应届毕业生就业观念的

主流。另外有 2%的应届生在找到工作之初就已经决定跳槽，他们打算一年后甚至一年之内

就换工作。 

当然，仍然有 35%的人表示会在第一份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打算长久做下去，这群人

往往有着比较清晰的职业规划，对自己的了解也更加充分，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有较强的目

的性，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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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工作的第一年有更多不确定性，薪酬水平影响工作忠诚度】 

 
图 34：不同性别群体对第一年的规划对比 

 

图 35：不同工作规划群体的薪酬对比 

对于工作第一年的规划，有 49.4%的男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第一年当做过渡期，他们

当中有的人已经决定一年内或一年以后辞职换工作，有人想要感受一下再决定去留，而女生

持相同态度的人只有 44.7%，和男生相比，也许她们有着更明确的职业目标。 

而持不同工作态度的人，他们的薪酬水平也显示出差异，2014 年应届生就业情况调查

显示，打算在第一年全身心投入，长久做下去的人，其平均起薪要比抱有试试看心态的人高

出 338 元。收入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员工工作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薪酬水平较高的人对工作

有较高的忠诚度，而对自己薪酬不满意的人，则容易心生动摇，开始考虑去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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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历者更挑剔，低学历者要深造】 

 

图 36：不同学历群体对第一年的规划 

从学历水平来看，高学历人群高更倾向于把工作第一年当作过渡年，他们接受过更高程

度的教育，所以对自身定位比较高，找工作更加挑剔和慎重，不轻易把全部的职业生涯压在

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上。2014 年应届生就业情况调查显示，本科及以上人群中有半数人对第

一年抱有试试看的心态，随着学历水平的降低，持此种态度人数的比例逐渐减少。 

另一方面，低学历群体中有较高比例的人打算边工作边学习，以后要进学校继续深造，

他们在工作中逐渐认识到自己在知识方面的欠缺，职业的上升遇到瓶颈，为了获得更高的职

位或者更好的工作，他们急需“回炉”，重新回到学校更有目的地学习自己需要的东西。 

 

【员工培训留住人才】 

 

图 37：不同类型的企业重视员工培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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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90 后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的就业观，企业可以有针对性地为新入职的员工提

供一些帮助，其中效果最好的当属企业员工培训了。 

统一组织的企业员工培训有助于新入职的毕业生更快地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

企业对员工的培训越充分，越能增加企业对员工的吸引力，增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感知，也

更能挖掘刚刚毕业学生未知的潜能。对于应届生来说，选择提供完善员工培训的企业，对他

们未来的能力和素质的提升大有帮助，能够更好地了解将要进入的工作领域，更快地完成从

学生到企业员工的身份转换。 

 

 

 

 

 

 

 

【我是人才你不知道，你是人才我看不出：个人竞争力关注点毕业生与企业有差异】 

 

图 38：对于毕业生的竞争力关注因素 

从毕业生对自身竞争力的来源和企业对毕业生竞争力的关注点比较来看，两者有非常大

的差别。从企业的角度，相比起学历、专业等硬性指标，企业更加关注毕业生的个人素质，

特别是责任心、沟通能力、抗压能力和学习能力，这些成为应届毕业生吸引企业的重要竞争

力来源。而毕业生所看重的学历、专业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人才评判标准。由此可

见，如何展现自身素质以及工作能力，成为应届生求职的重要内容。 

26.6% 

31.3% 

34.7% 

39.9% 

41.9% 

学历 

专业技能 

交流沟通能力 

责任心 

实习经验 

毕业生观点 

26.7% 

31.9% 

38.1% 

39.3% 

44.2% 

学习能力 

抗压能力 

实习经验       

交流沟通能力 

责任心 

企业观点 



2014 年应届毕业生就业研究 

31 
 

表格 3：企业和应届生认为的人才竞争力来源 TOP10 

企业 应届毕业生 

排名 人才竞争力来源 比例 排名 人才竞争力来源 比例 

1 责任心 44.2% 1 实习经验 41.9% 

2 交流沟通能力 39.3% 2 责任心 39.9% 

3 实习经验  38.1% 3 交流沟通能力 34.7% 

4 抗压能力 31.9% 4 专业技能 31.3% 

5 学习能力 26.7% 5 学历 26.6% 

6 所学专业 18.2% 6 学习能力 26.1% 

7 性格 16.2% 7 抗压能力 13.7% 

8 专业技能 14.0% 8 所学专业 13.3% 

9 动手能力 10.3% 9 动手能力 12.2% 

10 学历 10.2% 10 性格 10.8% 

数据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