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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恋“北上广深”大学生就业“重心下沉”
本报记者 马慧娟

实 习 生 田荣娟 江 山

越来越多的调查数据显示，虽然“北上
广深” 还是就业季里的热门选择， 但也有
数据进一步证实， 这几个超大型城市的吸
引力正在降低。在90后已成为毕业生主体的
当下，他们选择就业和创业的城市时，所持
的态度和标准逐渐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除了工作还要生活

今年刚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制

造专业毕业的李思，4月接到北京一家大型
企业的面试通知， 他却出人意料地果断放
弃了，原因是他决定去成都工作。

相比北京的offer， 中航工业成都飞机
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成飞”）的
offer来得更早一些。“定了专业对口、 各方
面都不错的公司，就不想再折腾了，哪怕是
北京的单位。”李思说。

其实在拿到“成飞”的offer后，李思还
向几家北京的单位投了简历， 但这些单位
都“不承诺解决户口”。对李思而言，户口虽
然不是最重要的指标，但如果不确定，北京
在他心中就失去了吸引力，空气污染、交通拥
挤，这座城市留给李思的就是一个“堵”字。

“我对以后生活的城市要求比较高，除
了经济发展不错外，还要求自然风光不错，
有一定人文历史底蕴， 美食和玩儿的地方
比较多，所以选择了成都。”李思说。

入职一个月，李思觉得成都“比想象得
还好一点”，单位离家近，交通方便，工资待
遇与北京的单位相差无几，自己还因为是从
北京引进的高材生而得到单位重视。“能学
到很多东西， 而且我已经爱上了这座城市，
成都与我的性格比较符合。”李思说。

与李思有相同想法的， 还有中国矿业
大学测绘工程专业毕业的胡毅 （化名）。来
自云南普洱的她， 从小就喜欢昆明，“想回
昆明工作，就这么简单，昆明气候好，发展
也越来越不错，离家也近”。

在毕业找工作的时候， 看着同学们匆
忙、焦虑地奔波在“北上广深” 的各招聘会
现场，胡毅显得很从容。投简历、过筛选、笔
试、面试，最终如愿，在昆明一家与自己专
业对口的研究院工作。

看着一些同学先后在 “北上广深” 也
拿到了不错的offer， 胡毅依然淡定：“没什
么羡慕的，我的目标很明确。我知道我想要
的是什么，除了工作，还有生活，昆明就是
这样的城市。”

虽然刚开始的工作很艰苦， 需要胡毅
去基层做项目， 也需要做一些户外的勘察
工作，甚至可能一段时间回不到城市，但是
她一点都“不怵”。“年轻人在一个新的城市
奋斗，不付出是不行的。很多人不愿来来云
南，觉得发展不好，我觉得那是存在误解，
其实昆明发展很好， 我也愿意为家乡的建
设付出汗水。”胡毅说。

记者通过采访发现， 虽然还是有一部
分大学毕业生就业钟情于 “北上广深” 这
样的大城市， 但是很多人最终还是选择回
家乡就业，而且这个比例在逐年增加。据麦
可思研究院2014年发布的《毕业生的“后北
上广”生活》显示，这一比例已超过六成。

同时，在就业的地域选择上，多元化的
趋势越来越明显，更多的李思在出现。

一项今年开展的对国内109所大学5.51
万名毕业生求职意向的调查显示， 排名靠
前的4个城市为杭州、昆明、合肥和成都。

小地方优势更明显

今年25岁的洪煜在中国石化九江分公
司（以下简称“九江石化”）工作已4年，尽管
身着工厂统一的浅蓝色工装， 但这个戴着
大黑框眼镜的90后， 出现在员工平均年龄
为47岁的企业中，仍显得与众不同。

2011年9月，洪煜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动画专业毕业，入职九江石化。目前，他是
九江石化党委工作部宣传科工作人员。

在入职前，他也曾有过与同龄人一样的
困惑：在九江这个小地方，自己能否找到施
展才能的舞台， 能否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但入职后，洪煜发现自己“赶上了好时机”。

自2013年8月打下第一根工程桩以来，
九江石化的800万吨/年油品质量升级改造
工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环境的改善、
企业的发展， 给他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一个
难得的发展机遇，他“感觉更有奔头了”。

据九江石化总经理覃伟中介绍， 针对
近5年入职的大学生，九江石化实施了“青
年人成长路径规划”培养战略，为每个毕业
生量身定做了适合他们专业特长、 个人兴
趣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并且与企业需求
相结合。

在“轮岗”过程中，洪煜不仅了解了九
江石化各个部门的运行情况， 还找到了自
己感兴趣的“支点”。这个“支点”让他有了
“撬动地球”的兴奋。入职第一年，洪煜参与
了一线导班、装置运行、外操、巡检等工作，
并于2012年12月，进入党委宣传科，负责九
江石化的网络宣传工作。

像洪煜这样“在小地方找到发展空间”
的例子很多。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2015届
毕业生张武龙， 在同学眼里拿offer拿到手
软，他可以去当北京市的公务员、新疆的公
务员、河北保定市的公务员、陕西西安建设
银行3家分行的业务员。同学们认为，北京
市的公务员肯定会是他的不二选择。但是，
张武龙的决定让很多人“不能理解”。他最
终选择了河北保定市一个区县的编办岗

位，而北京的公务员，是他第一个pass掉的
岗位。

“在北京上了4年的学，一直很难喜欢
上这个城市， 生活压力很大， 也没有归属
感。”张武龙说。大三暑假的时候，他在一家
金融类的公司实习，每天早上6点多挤地铁
去上班， 下班回到学校已经是晚上9点多
了。最终，张武龙决定放弃北京。“我更愿意
把北京当作是上学、旅游的城市，而不是工
作和居住的城市。作为一个本科生，我感觉
在北京发展也没有多大优势。”张武龙说。

小地方宽阔的平台和自己凸显的优

势， 让像张武龙这样的毕业生看到了更多
的机会和可能。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
理系2015届毕业生秦磊认为，现在“北上广
深” 很多领域的人才趋于饱和， 发展空间
不大。而随着交通、网络等的不断发展，二
三线城市在很多方面的优势会得到凸显，
甚至不比“北上广深” 差。所以，他在就业
时，选择了南京的一份工作。

同时， 二三线城市因其发展潜力和战
略意义， 也逐渐成为北上广深一些大公司
业务扩展的区域和人才争夺的新阵地。北
京一家本土成长起来的建筑企业， 就因其
在周边省市业务拓展的需要， 把校园招聘
的重点区域逐渐转为天津和河北地区，而
这些地区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发展背景

下，对大学毕业生的吸引力在逐渐增加。

“北上广深”不乏坚守者
当然， 在一些人选择放弃或离开的同

时，还有一些人抱着“拼一拼”或“试一试”
的心态坚守在“北上广深” 的“造梦炉”里，
或正朝北上广迈进。

从河北一个偏远农村走出来的张亮

（化名）， 十几年来一直有着一个大城市的
梦。起初，这个梦是关于北京的，考大学，没
能考到北京理想的大学， 张亮就选择了兰
州大学，学了新闻学专业。他努力学习，勤
奋实习， 想着在北京找一份理想的工作安
定下来。

但是， 毕业找工作时，“和北京气场不
合，就是找不到满意的”。为了 “不回小地
方”，他选择了“迂回路线”，先去了广东省
江门市的一家媒体，又去了佛山市的媒体。
最终， 经过两年的奋斗， 张亮安定在了广
州，而广州务实、不浮夸的文化，又成了他
扎根大城市的坚实理由。

长治学院2012届毕业生侯晓然至今都
想着北京，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目前，
在太原一家单位工作的他说：“刚开始觉得
这个工作还可以，现在就特别想辞职。开始
时业务不是很熟，要学的东西很多，就觉得
很有冲劲，但现在各项业务都基本掌握了，
按部就班的工作就会感觉很无聊， 像在混
日子。我还年轻，不想这样，我还在找机会

去北京试试。”侯晓然说。
侯晓然的困惑， 对外经贸大学毕业生

王晨（化名）也感受到了。他在南昌一家国
企上班，当时签协议的时候，王晨也是抱着
地方提升空间大的憧憬去的，但干了几个月
后，王晨就开始不适应了。首先是北方人不
适应南方的潮湿和阴冷，然后就是南昌的工
作节奏和北京差很多。“有点儿悠闲，我适应
不了喝茶看报纸的工作状态， 还是想干点
事情。”王晨说。

不甘停止奋斗的王晨， 如今在准备考
研，他想通过考研来冲击一次留京的机会。

对于从吉林大学商学院毕业的女生王

瑞（化名）来说，选择独自一人来北京闯荡，
有她自己的理由。 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如
果能先在一家公司的总部历练一段时间，开
阔了视野、 积累了相关经验与人脉之后，再
回到家乡或者去其他二三线城市工作，还是
有优势的。这与一开始就直接去二三线城市
工作的同学比起来，平台和眼界，还有心境
和奋斗的激情都会不一样。 而这被很多毕
业生视为一条更有效率的职业发展路径。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不能叫‘逃离’， 而是‘分流’。”中国
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总策划、 北京青年压
力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创始人熊汉忠说。在
他看来， 这个趋势实际上从2009年做大学
生就业压力调研时， 就已经出现了。“有的
学生觉得在一线城市的压力明显偏大，选
择到二三线城市。无论是就业还是生活，他
们觉得更合适，发展机会也更多，这是合理
的，也是一种正常的发展趋势。”

北京林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就业服务中

心主任徐博函也注意到， 近几年该校的毕
业生选择在北京工作的比例持续下降，长三
角、珠三角一些发展迅速的地区，正成为毕
业生就业新高地。 二三线城市， 如成都、重
庆、福州、厦门、沈阳、大连、青岛等，经济发
达、生活节奏慢、房价相对较低，一些同学开
始主动往这些城市流动。

北京大学中国职业研究所教授李杰认

为， 这一趋势反映了目前一线城市 “去中心
化”的倾向。比如京津冀一体化战略 ，正在
把一些机会向外转移，中心满足不了的，可
以到廊坊、唐山这种副中心去寻找。这也可以
缩减大城市中心的压力， 会成为一个趋势，包
括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都在向外扩散。

李杰认为，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背景下，特别是互“联网+”时代，二三线城市
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毕业生的选择也会越来
越多元。从创业的角度来说，可能二三线城
市比一线城市的机会更多，氛围更宽松。

只做自己想做的 成功将重新定义

越来越多毕业生青睐新兴民营企业
本报记者 马慧娟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 不管是在 “北上
广深” 还是在二三线城市， 不管是在大的
民营企业还是在小的初创公司， 越来越多
的90后大学毕业生开始思考并知道自己想
做的是什么， 自己的奋斗兴奋点在哪里，
他们也正在经历着从 “父母或老师认为的
好工作和成功” 到 “我自己认为的好工作
和成功” 这样的转变。

一项针对毕业生选择工作如何 “平衡
工作与生活” 的调查显示， 毕业生首要考
虑的因素是 “能够令职业生涯和个人兴趣
一致”， 占调查人群的33%。 好工作的标
准不再单一地聚焦于稳定 ， 开始出现有
趣 、 好玩儿 、 时尚 、 开拓视野 、 提升自
我、 有助于理想的实现等词汇。 这种如此
强烈的对自我实现的追求， 可能让社会对
成功的定义更加全面和个性化。 而在这个
过程中， 那些新兴的具有活力的民营企业
和创业型的公司， 成为大学毕业生更愿意
去的地方。

吉林大学商学院2014届毕业生刘瑞
（化名）在找工作的时候，标准只有一个，就
是“想出去玩玩儿，见识一下世面，做点自
己感兴趣的工作，趁着年轻锻炼自己”。

刘瑞喜欢深圳 ， 那种开拓创新的城
市精神和敢闯敢拼的劲 ， 让她觉得特别

兴奋 。 但由于离家太远 ， 她最终选择了
北京 ， 在链家的 “自如” 工作 。 “当时
也可以考各大银行 ， 但就是不喜欢 ， 我
就想接触点年轻人爱玩儿的东西 ， 比如
很流行的O2O的商业模式 ， “自如 ” 做
的就是这个。 我以后是想在这方面创业
的， 所以在自己做之前 ， 先来大公司学
两年。” 刘瑞说。

说起父母的态度， 刘瑞表示： “爸妈
对我比较随意， 我想干啥干啥。 他们也提
议过让我考公务员， 我说不要， 他们就不
再说了。 我一是觉得不好考， 浪费时间和
精力， 二是真的不喜欢， 做自己不喜欢的
工作， 何必呢？”

刘瑞确实很 “任性”， 在 “自如” 工
作不到一年， 她就跳到了58到家， 做起了
培训的工作。 在她看来， 年轻人就是要出
来多闯闯， 多看看， 哪怕最后一事无成，
也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多见见世面总是

好的。
在选工作时 ， 她觉得要以喜欢为前

提， 然后就是要能生存下来。 “我最终还
是会回家的， 但是什么时候回， 就不确定
了。 有了好的点子和伙伴， 我可能就回去
创业了。” 刘瑞说。

北华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的董微 （化
名） 没刘瑞那么幸运， 在坚持做自己想做
的这件事情上， 她一直在和保守的父母做
“斗争”。

父母希望董微当一名老师， 或者去事
业单位找个稳定的工作。 可是， 这种 “一
眼看到退休” 的工作让她感到枯燥 、 无
聊， 甚至是恐惧。 恐惧没有新鲜的东西冲
击她的神经， 害怕自己也变得像父母一样
墨守成规。

于是， 在2014年3月还没毕业的时候，
董微就独自一人去了上海， 开始找与酒店
管理、人力资源相关的工作。她觉得，这样

的职位能凸显自己的能力， 不平淡、 不枯
燥， 还有广阔的上升空间和发展平台，“不
像很多事业单位需要论资排辈地往前走”。

“我更喜欢自我突破、 自我创新多一
些的职业， 很多新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就
有这样的特点， 特别是在大城市成长起来
的， 这种 ‘不变就会被淘汰’ 的基因很吸
引我。” 董微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
么。 在到了上海半个月之后， 她找到一个
猎头公司的工作 ， 每天要看七八十份简
历， 还要从中找出20份适合相应岗位的简
历， 与应聘者打电话确认后， 再将其个人
信息登记好。

为了干好这份工作， 董微很卖力， 早
上9点上班， 晚上10点多才能到家， 周末
也要加班， 常常睡不够。 但她觉得这在大
城市是一种很普遍的状态 ， 一点也不奇
怪 。 当父母还在担心女儿又忙又累的时
候， 董微却很享受这种 “创造很大价值”

的感觉。
“我喜欢创业型企业那种乐观向上、

不屈不挠的精神， 虽然很忙碌很辛苦， 但
是很有成就感。 我觉得现在成功的定义应
该改改了， 不应该再像父母那样找了 ‘铁
饭碗’ 就是成功了， 而应该是努力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 这才是成功。” 董微说。

谈及未来， 董微想自己做点什么。 她
喜欢韩国、 朝鲜的一些特色零食， 就想自
己开一家网店。

北京国能国新系统控制技术有限公

司是一家5年内从20人发展成具有两家公
司共300多人的民营企业， 该公司人力资
源人员高岩说 ， 大公司结构复杂 、 部门
多 ， 一个萝卜一个坑 ， 甚至是一个坑好
多个萝卜， 分到手里的活只是那么一块，
刚毕业的大学生只能干那么一块的活 ，
其他模块的东西接触得少 ， 提升锻炼的
机会也少 。 而像这样由北漂创业起来的

公司 ， 领导层都是80后 ， 很注重给年轻
人锻炼的机会 ， 只要有能力和魄力 ， 就
可以同时参与好几个项目 ， 这种锻炼程
度和提升空间是巨大的 ， 跳槽的话会很
有竞争力。

在该公司近两年的发展中， 有入职两
个月就被任命为副经理的， 还有刚来做销
售助理、 半年后转销售、 一年后转区域副
经理、 现在干到了销售经理的90后主管。

在北京大学中国职业研究所教授李杰

看来， 过去大家扎堆挤公务员、 报考研究
生、 进国企央企。 现在， 整个态势正在发
生转变。 比如， 随着整个公务员队伍的整
顿和管理方式的转变， 公务员的相对优势
实际上在逐渐简化、 褪去， 老人老政策，
新人新政策， 新的公务员不再有那么多优
厚的福利了。 反而是一大批新兴的民营企
业， 正在为大学生们提供着越来越多的机
会和可能， 且待遇可能更加丰厚。 更重要
的是， 90后毕业生在找工作时， 所受的传
统观念束缚没那么重了， 稳定的工作对他
们而言， 已经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 他们
在找工作时开始考虑自己的志向、 兴趣，
这其实是一个好的的信号。

“理性的就业观， 就应该在择业时与
自己的职业规划、 社会的发展走向联系在
一起， 而不是为了外在的东西去做自己不
喜欢做的事情。” 李杰说。

毕业生创新创业
能力在提高

本报记者 马慧娟

实 习 生 田荣娟

在麦可思研究院日前发布的

《2015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以
下简称 “《报告》”） 中， 通过三届大
学毕业生数据对比， 勾勒出大学生就
业趋势变化。

创新、创业能力提高
在过去的一年中， 麦可思研究院

对来自全国30个省 （区、 市） 的26.4
万名2014届毕业半年后的大学生进行
了调查， 并对6万名2011届大学毕业
生进行了毕业3年后的追踪调查。 多
项数据显示， 大学毕业生创新、 创业
能力在逐年提高。

“2014届大学毕业生总体自主创
业比例是2.9%， 比2013届高0.6个百分
点， 比2012届高0.9个百分点。” 《报
告》 显示， 在2014届大学毕业生中，
“211” 院校自主创业的比例相对较
少， 为0.9%； 非 “211” 院校为2.2%，
自主创业比例最高的是高职高专院

校， 达到了3.8%。
就大学生毕业时掌握的创新能力

而言 ， 报告从批判性思维 、 积极学
习、 心态开发和科学思维4个指标进
行测量。 总体发现， 2014届大学毕业
生毕业时掌握的创新能力是54%， 呈
现一个上升的态势。

就业率上升，“受雇全
职工作”的比例下降

《报告》 还显示， 2014届毕业生
毕业半年后的总体就业率为92.1%，
与前几年相比， 呈稳定上升的趋势。
其中， “211” 院校的2014年的就业率
为 95.3% ， 非 “ 211” 本 科 院 校 为
92.5%， 高职高专院校为91.5%， 高职
高专就业率的上涨较为明显。

虽然总体就业率在上升， 但2014
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 “受雇全职工
作 ” 的比例是79.2%。 其中 ， 2014届
“211” 院校毕业生毕业半年后 “受雇
全 职 工 作 ” 的 比 例 是 64.4% ， 非
“211” 院校本科生的该比例是79.1%，
高职高专生的该比例为 81.7% ， 与
2013届、 2012届相比， 连续三届呈下
降趋势。

麦可思研究院副院长周凌波解

释， “受雇全职工作” 的比例下降和
经济整体下滑的形势有关。 需要指出
的是， “211” 院校毕业生毕业半年
后 “受雇全职工作” 的比例下降得最
为明显， 高职高专毕业生下降得最不
明显。

大学毕业生三年收入

涨幅远高过城市居民

《2015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还关注了收入问题： 2014届大学毕业
生半年后月收入为3487元， 比2013届
增长237元， 比2012届增长439元， 三
届增幅为14.4%。 其中 ， 本科毕业生
的三届增幅为12.1%， 高职高专毕业
生的三届增幅为17.2%。

从近 5届毕业生的收入结构来
看 ， 大学生的收入结构正在发生转
变 ， 即低收入的比例在持续下降 ，
高收入的比例在持续上升 。 这就说
明 ， 大学生实际工资仍保持着稳定
上升的趋势。

同时 ， 追踪调查发现 ， 2011届
大学生毕业3年后平均月收入为5484
元 ， 而2011届毕业生半年后的月收
入为 2766元 （本科为3051元 ， 高职
高专为2482元）。 对比发现， 3年来，
月收入增长 27 18元 ， 涨幅比例为
98% ， 超过城市居民同期平均薪资
17.4%的涨幅。 这表明， 大学教育的
长期回报是明显的 ， 读大学比不读
大学在收入的长期提升中有较大优

势。

6月11日，浙江金华，义乌工商学院2013级创电商2班的大学生雷盛旺及他的原子弹创业团队在网络上销售袜
子等产品。该学院近3年的创业毕业生解决了近3000人的就业问题。 龚献明/CFP（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