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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 见习记者 谭雅丽

“一周用了 100 磅豆子、30 箱牛乳，出杯超

过 2000 杯。”从春节开始，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

新市古镇的“企鹅咖啡”一直处于爆满状态，主

理 人 徐 超 每 天 都 要 从 早 10 点 一 直 忙 碌 到 晚 10
点。“烟火气”回归，各大城市、乡镇的咖啡店

也迎来了络绎不绝的人流。

蓝天下，手举高颜值咖啡拍一张美照，再配

上“美式发生、趁热拿铁”等“咖啡星人”专属

流行语，95 后林丽云忍不住在朋友圈晒出了动

态。在更广泛的社交平台上，一众网友纷纷开启

探店模式，还创作出了“咖啡语录”创意海报和

表情包。

近 年 来， 喝 咖 啡 成 了 年 轻 人 的 一 种 生 活 习

惯，甚至是社交硬通货。 与 年 轻 人 热 烈 追 捧 相

呼应的，是咖啡赛道越发火爆的竞争。天眼查

数 据 显 示 ， 截 至 目 前 ， 我 国 有 咖 啡 相 关 企 业

17.4 万 余 家 ， 其 中 ，2022 年 新 增 注 册 相 关 企 业

3.2 万 余 家 ， 新 增 注 册 相 关 企 业 增 速 达 到

23.1%；近 3 年，咖啡相关企业年度注册平均增

速为 19.5%。

一二线城市咖啡市场竞争激烈，知名品牌如

瑞幸咖啡、星巴克等开始下沉三四线城市，不仅

带入了“咖啡氛围”，也掀起了一众独立咖啡店

的开店热潮。

三 四 线 城 市 正 在 成 为 咖 啡 企 业 竞 争 的 重 要

市场。

这一届年轻人对咖啡有多“上头”

偶然间发现同样喜欢手冲咖啡，林丽云收获

了入职后的第一位朋友。尽管身处不同部门，也

没妨碍她们互相推荐咖啡豆，相约喝咖啡。林丽

云说：“除了真的喜欢，咖啡于我也是一种社交

工具。”

自称“重度咖啡依赖”的林丽云，每天都要

喝上一两杯咖啡，咖啡也成了她的日常必需品：

与同事凑单点瑞幸咖啡外卖，喝一杯季节限定的

星巴克咖啡，或找熟悉的咖啡师买品质好的咖啡

豆做成挂耳咖啡，自己在办公室就可以享用了；

外出或约人谈事情，就去环境好或有惊艳单品的

小众咖啡店。

她惊喜地发现，以前回到老家泉州因为咖啡

馆少而不习惯的问题解决了。“去年以来，老家

的连锁咖啡馆也慢慢多了起来，比如星巴克、诺

瓦咖啡。也有一些个人经营的小众咖啡馆。”不

过因为比较在意口感，她更倾向于选择喝过的连

锁品牌，“这样试错成本比较低”。

“之前刷微博看到一句话：当发现三四线城

市老家网红咖啡店越来越多时，是那些北上广的

年轻人回来了。”春节回到广西柳州，90 后王青

发现，除了遍布街头巷尾的螺蛳粉店，网红咖啡

店也已随处可见。

她最熟悉的那家小咖啡店重新装修后，开出

了第二家分店，白墙红木，绿树成荫，在这里惬

意地享受一杯咖啡的快乐，成了当地人的新选

择。“虽然对这里的咖啡没太大感觉，但赶上好

天气，随手拍就是大片，我依旧愿意在这里和朋

友坐上一下午。”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看着

咖啡店里打扮时髦的年轻人，和喝着咖啡聊天的洋

气老人，“我想这就是从一线城市带回的生活态度

吧”。

这一届年轻人对咖啡有多“上头”？家住顺德

的 00 后黄俊煜为了喝上更好品质的咖啡，从高中

时仅为了提神，到研究咖啡种类和做法、去咖啡店

兼职做咖啡师，最近，读大一的他把咖啡店开进了

寝室。

用打工赚取的工资，他购入了一台半自动咖啡

机，自此不仅“实现了咖啡当水喝”，还收获了校

内同样爱好咖啡的新朋友。在他创建的“Add cof⁃
fee”咖啡交流微信群内，同学们会相约品尝他制

作的美式咖啡和拿铁，也会在一起聊生活。

学校里没有咖啡馆，他还搭建了迷你的线下

“咖啡店”——在寝室门口放两张小凳子， 中 间 摆

放 露 营 折 叠 收 纳 箱 ， 箱 内 放 置 的 暖 黄 色 小 灯 透

过 收 纳 箱 发 出 微 弱 的 光 ， 这 是 他 和 新 朋 友 的

“咖啡桌”。

黄 俊 煜 告 诉 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在 顺 德 ，

他 去 过 很 多 特 色 咖 啡 馆 ， 既 有 用 “ 金 榜 水 牛 奶 ”

做的拿铁，也有与油炸物结合的咖啡饮品。在他看

来，通过不同地方的咖啡饮品，也可以感受到各地

方的生活特色了。“现在正在自学咖啡相关知识，

以后可能更倾向于先做咖啡师，再考虑开一间自己

的咖啡店”。

大品牌带入“咖啡氛围”，独立咖
啡店走进三四线城市找特色

和黄俊煜一样，有“开一间咖啡店”梦想的

年轻人不在少数。相比于一二线城市，咖啡消费

市 场 尚 未 饱 和 的 三 四 线 城 市 给 了 他 们 更 大 的 机

会。美团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三线城市咖啡门

店 数 增 速 最 快 ， 达 19%。 在 咖 啡 外 卖 方 面 ， 三 线

城市咖啡订单同比增长接近两倍，四五线城市的

咖啡订单同比增长更是高达 250%以上，市场发展

潜力巨大。

“ 瑞 幸 、 星 巴 克 等 咖 啡 品 牌 培 养 了 ‘ 咖 啡 氛

围’，小城市里同样有市场需求，只要有一家咖啡

店打头阵，其他家咖啡店都会纷纷跟上。”郝子广

和妻子把“树蜂咖啡屋”开在了山东济南素有“上

海武康路”之称的经三路上。

近几年，经三路上保 留 下 来 的 老 建 筑 被 重 新

投入使用，窄窄的小路成了无数年轻人打卡拍照

的网红路。“500 米以内的距离，甚至开出了近 20
家 咖 啡 店 。”郝 子 广 告 诉 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

2021 年 6 月 开 店 时 ， 周 边 已 经 开 起 了 几 家 咖 啡

店 ， 但 他 们 的 想 法 很 简 单 ，“ 做 简 单 的 、 拿 手 的

意式咖啡”。

每 天 12 时 ， 打 开 音 乐 ， 挂 上 树 蜂 的 帆 布 挂

旗，这家 15 平方米的咖啡店便开始营业了。有多

年咖啡师经验的郝子广妻子，是这里唯一的咖啡

师。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的店称作“社区咖啡店”，

“ 不 管 是 做 咖 啡 还 是 聊 天 ， 都 希 望 通 过 我 们 的 服

务，让大家觉得好像来到朋友家客厅一样”。

开店之初，郝子广也曾思考，咖啡店是否只靠

饮品品质就可以赢得客源？一名咖啡同行的话让他

找到了答案：如果一家店得分 100 分，咖啡品质只

占 30%，店内营造的氛围和老板个人魅力等会分享

其余的 70%。

“对于大众来说，咖啡毕竟是种舶来品，融入

生 活 还 需 要 时 间 。 口 味 也 是 如 此 ， 需 要 慢 慢 引

导 。” 在 他 看 来 ， 客 人 进 店 消 费 ， 感 受 到 氛 围 舒

适或装修个性，老板笑起来有亲和力，咖啡口感

也 适 合 自 己 ，“ 这 可 能 是 我 们 做 咖 啡 的 一 个 切 入

点吧”。

郝子广认为，七八年前的咖啡店开店热潮，之

所以被称为“毁掉文艺青年的 4 种创业”之一，是

因为“那时大家都还没经验”。“但基于从业者多年

经验的积累，这两年的咖啡浪潮下开起的新店，都

更注重追求咖啡店品质和独有的特色了。”

咖啡来到古色古香的江南小镇，会有怎样的“奇

遇”？靠着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开店日常和小镇生活，

“企鹅咖啡”挺过了 3 年疫情，并且“越来越好”。

“这里虽然是小镇，但消费和审美习惯受到周

边大城市的影响，顾客对咖啡的文化认同、接受度

高 ， 开 店 成 本 相 对 大 城 市 来 说 低 了 很 多 。” 2022
年，咖啡店的生意甚至超出了主理人徐超的预期：

7~8 月卖出了 5000 杯咖啡，“本以为 10~11 月会是

淡季，但销量却越来越高，基于国庆假期的消费加

持，10 月的营业额达近 10 万元”。

在他看来，在相对较小的城市开店做独立品牌

咖啡，“注重品控就很容易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哪

怕今天只有一位顾客，也要保证这一杯咖啡的出品

是好的”。他们的 Vlog 里曾提到，“以前喝茶的本

地人开始尝试喝咖啡了”，这让徐超看到了小镇咖

啡文化氛围的日渐浓厚。

如今，小镇上新开了两家咖啡馆，茶馆也挂出

了“现磨咖啡”的牌子。徐超认为，“小镇上如果

能继续开更多咖啡店，共同营造咖啡氛围，我们才

会一起变得更好”。

在被大众普遍认可的“咖啡氛围”烘托下，咖

啡消费才能日渐火爆。在三四线城市，无论是准备

入局的大型连锁咖啡品牌，还是正在试水的独立咖

啡馆，都将是氛围的营造者，也将是消费红利的共

享者。

位于山西北部的小城朔州，咖啡氛围远没有其

他城市那么浓厚。“但从 2020 年开始，朔州新开了

5 家新的咖啡店，新兴咖啡店越来越多。”95 后的

康宁华如今是朔州规模最大的咖啡店“泊咖”的店

长。自 2015 年开店以来，他从吧台长做起，见证

了“泊咖”的成长之路。

他回忆说，刚开店时朔州基本没有咖啡店，开

业前两年更是处于连续亏损的状态。“相比一线城

市，大多数本地消费者还没有养成喝咖啡的习惯。

客流量小，我们就要用好的产品、环境和服务留住

回头客。”

“泊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最初只

是“咖啡+少量简餐”的经营模式，也探索过“咖

啡+西 餐 ”， 直 至 2020 年 开 始 尝 试 “ 咖 啡+西 餐+
清吧”的新模式。康宁华观察到，现在喜欢喝咖

啡的本地年轻人越来越多，也有很多从外地回来

的 年 轻 人 、 来 朔 州 出 差 的 外 地 人 常 驻 “ 泊 咖 ”，

“ 这 些 常 客 不 用 自 己 点 餐 ， 我 们 的 员 工 都 知 道 他

们喝哪款咖啡”。

他说：“可能几年后朔州本地咖啡消费者的咖

啡品味、消费观念和水平都会得到提升，到那时喝

咖啡就会变成大家的日常了。只有整个城市的咖啡

产业做得好，我们的小店才会越来越好。”

年轻人把“咖啡社交”带进三四线城市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

“我大抵是想喝咖啡了。”

手捧印有鲁迅卡通形象的咖啡杯，和店里的鲁

迅人形立牌“碰个杯”，如果运气好，还会“拆”出鲁迅

人物造型的拉花，文豪盲盒咖啡让这家藏身于北京

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的 18 平方米的“朝花夕拾”文创

咖啡供销社，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

作为创办者，已有 71 年历史的人民文学出版社

试图通过“朝花夕拾”，拉近年轻人与文豪巨匠之间

的距离。

一家出版社怎么卖起了咖啡？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创部负责人邝芮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就像

故宫角楼咖啡等主题咖啡馆一样，咖啡饮品也是文

化的一种承载形式。打造一个线下消费场景，也能够

更好地展示众多文创产品”。

近年来，咖啡受到消费者热烈追捧的同时，也成

为年轻人的社交硬通货，由此带来了咖啡消费市场

的飞速增加。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咖啡

行业市场规模达 3817 亿元，预计 2022 年达 4856 亿

元，2025 年中国市场规模或将达 1 万亿元。

和曾火爆一时的“万物皆可盲盒”相比，“万物+
咖啡”是否也将成为新的“流量密码”？实际上，开店

快，融资热，咖啡早已迎来了跨界潮。无论是老品牌、

传统行业，还是后起“萌新”，都在更广泛的“咖啡领

域”迈出了全新尝试的步子。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望京小街的邮局咖啡

北京首店。这家店延续了“邮政绿”标配色调，门口的

绿色邮筒，后座上载有送信包的“二八大杠”老式自

行车，处处都是邮政元素，年代感拉满。

在这里，不仅可以喝到经典美式、原味拿铁、卡

布奇诺等基础款，还可以点一杯特调咖啡，如“邮点

花生”“邮点荔枝”“邮点绿豆爽爽”等，就连纸杯贴纸

也酷似邮票。一名店员告诉记者，“自开业以来，陆续

有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喝上一杯咖啡的同时，也会

带走邮政周边创意产品，门口还可以打印明信片，喜

欢印章的还可以盖个戳再寄给朋友”。

如果说“邮政+咖啡”掀起了一波怀旧复古风，

让早已在各大新晋快递企业中“隐身”的中国邮政再

次抢回了这一届年轻人的目光，那么，“药店+咖啡”

对年轻人来说，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白塔寺药店“耀咖啡”着实勾起了许多年轻人的

好奇心。坐在露台上，抬眼就是白塔，俯瞰妙应寺，再

享用一杯手冲咖啡，好不惬意。许多网友消费后在点

评平台打出了 4 星及以上评分。早在几年前，中医药

老字号企业同仁堂旗下品牌“知嘛健康”，也推出枸杞

拿铁、罗汉果美式等中药养生概念咖啡等。不过，也有

不少网友留言，这样的跨界咖啡，口味实在接受不了。

一边是愿意尝鲜的年轻人，一边是不断入局的跨

界玩家，跨界咖啡赛道异常火爆。据媒体报道，先是全

国第一家邮局咖啡落地福建厦门；随后，体育运动品牌

李宁申请注册“宁咖啡”商标，在厦门开出了第一家线

下咖啡店；卖鞋子的老字号内联升也在北京开起了咖

啡馆。更引发热议的是，太二酸菜鱼 2022年 8月底宣布

推出一款名为“原汁酸菜拿铁”的全新产品，咖啡里真

的有酸菜汁，还会附赠一大根酸菜⋯⋯

那么，“万物+咖啡”，到底是好喝为王还是好玩

为王？

邝芮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前期做市场调研

时发现，喜欢文创产品的和爱喝咖啡的两波年轻人

群重合度很高，“把文学融入大家的衣食住行，搭配

了盲盒元素的咖啡让一个个文化 IP 更加有趣，再通

过店里好玩的文创产品、文豪创意语录等，营造沉浸

式感受文化的地方。我们希望以更年轻化的姿态，将

品牌展现给更多年轻人”。

在他看来，刚开店时主推创意，但要长久稳步运

营，咖啡品质不能丢。“我们聘请了资深咖啡师并不

断培训升级，同时选取了优质咖啡原料。品质要跟得

上创意，至少不能‘掉链子’。”

艾媒咨询 CEO 兼首席分析师张毅在接受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谈到，咖啡是年轻消费群体钟

爱的饮品，也是一种社交方式的载体，很多存在“老

龄化”问题的产业想获得年轻消费者的关注，咖啡的

这一特征给了企业跨界的巨大驱动力。

“客观地讲，跨界咖啡赛道竞争越发激烈，跨界

的同时，做好咖啡产品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

也要注意突出原有品牌价值和文化。”张毅认为，通

过跨界，至少能够找到老品牌的新用户，这是留住并

发扬品牌价值的一个重要抓手。

不过，消费者的选择也多了。在张毅看来，并不

是所有的品牌都适合用咖啡的方式

去吸引消费者，“从 实 际 运 作 来 看 ，

企 业 跨 界 做 咖 啡 ，需 要 做 的 事 情

其 实 远 不 止 加 一 杯 咖 啡 那 么 简

单 。在 这 个 异 常 激 烈 的 赛 道 上 ，谁

能够做成，谁能够笑到最后，恐怕还

是两个字——创新”。

﹃
万物

+ 咖啡

﹄
成为流量密码

好喝为王还是好玩为王

扫一扫 看视频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雪儿

春招如火如荼，00 后大学生付费求职咨询

也随之热闹起来。

广 东 一 高 校 大 四 学 生 张 元 在 甄 选 规 划 师 进

行咨询的过程中发现，“职业规划咨询”这一行

似乎并没有统一的行业规范。“大家都像是刚入

行不久的新人，价格也相差悬殊，从十几元到上

万元。”

在知乎“有没有靠谱的线上职业咨询”这一

问题下，有网友回答：“我想做个线上职业规划

咨询，结果一报价，差不多 9000 元，我更加迷

茫了。”

根据教育部数据统计，2023 年的高校毕业

应届生达到 1158 万人，较去年上升 85 万人。在

就业的迷茫与焦虑中，一些大学生选择求助职业

规划咨询。

花钱咨询就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吗？

职业咨询规划师大多直接以个
人名义接受咨询

多数大学生寻找商业化职业咨询规划都来源

于社交媒体的“种草”。“大数据”仿佛能窥见用

户的人生状态。

王 飞 飞 在 2022 年 秋 招 时 就 刷 到 了 相 关 帖

子。那时，她正面临“简历投递无回音、初面频

繁被刷、就连实习都找不到”的“窘境”，“也会

在夜深人静时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赛道”。

看到“十年人力资源管理经验，帮你解决失

业困惑，升职加薪”的标题后，王飞飞心动了，

随即在后台私信该博主，寻求职业咨询帮助。

记者了解到，目前社交媒体上的职业规划咨

询师并非都是心理咨询师。他们的履历里更多标

注的是“资深人力资源管理、人工智能高级工程

师、十年投行经验”等关键词。

这些职业咨询规划师提供的服务，不仅包含

职业生涯咨询、职业路线规划等策略性内容，还

会提供面试辅导与简历修改等服务；另有一些职

业规划咨询师称自己拥有丰富的行业资源。

据记者了解，目前社交平台上的职业咨询规

划师大多不依托于某一中介平台作为担保，而是

直接以个人名义接受咨询。其价格依据服务内容

有相应的变化。

某社交平台上的职业生涯咨询师给出的报价分

为 99 元、399 元和 899 元三档。99 元是 30 分钟微咨

询的体验价，399 元为一次 1 对 1 的 90 分钟正常咨

询价格，899 元则为长程陪伴咨询价格，包含 3 次

90 分钟的 1 对 1 正式咨询。

也 有 职 业 规 划 咨 询 师 按 照 服 务 内 容 进 行 定

价，例如“性格挖掘+职业探索”为 499 元，“秋

招 + 岗 位 匹 配 + 面 试 指 导 ” 为 600 元 ，“ 行 业 分

析 + 市 场 分 析 + 个 人 面 试 战 略 ” 为 900 元 。 同

时，其图文宣传内容包含“职业规划咨询适合迷

茫 、 焦 虑 、 低 薪 酬 或 者 生 活 中 负 债 累 累 又 想 给

自 己一个机会的人”。并且提到 ：“我们很多转行

的 客 户 ， 由 月 薪 3000 元 达 到 月 薪 8000 元 的 数 不

胜数。”

王飞飞和咨询师按照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试的相

关流程进行了 3 次沟通。在这个过程中，王飞飞收

到了某外企的录用通知书。“接到录用电话的那一

刻，瞬间感觉自己不迷茫了。”王飞飞说，当时咨

询师和她共同探讨，认为她属于企业型人格。“和

被录用的岗位比较匹配”。她提前结束了规划咨询。

“担 心 自 己 在 错 误 的 方 向 努 力 ，
会越走越远”

张元在社交平台上寻找“靠谱”的职业规划咨

询师，他的预算是 1000 元。“作为学生也无法承担

更高昂的价格了。”

“学的比较广泛，但是没有深入的专长。”张元

的本科专业是工商管理，临近毕业，他发现自己的

专业好像“做什么都行”。“想通过这次咨询找到适

合自己的道路，之后再向着正确的方向去努力。”

张元原本打算先读研，再就业。他认为读研能

带给自己更丰富的专业积累，也有一定的职业选择

“缓冲期”。

备战大半年，没想到“考研的第二天，阳了

（新冠病毒感染） ”。考试状态不佳，张元觉得今年

“上岸”的希望不大。考不上研究生，就意味着就

业迫在眉睫。“我对相关职业的了解更多的是通过

外界经验，比如师兄师姐讲述的工作经历以及网络

资讯。”张元此前就业准备不足，也并不了解自己

真正适合的职业是什么。

“ 寒 暑 假 都 在 参 加 辩 论 比 赛 ， 没 有 时 间 实 习

了。”在有限的在校时间里，张元几乎把所有的空

闲时间都奉献给了社团活动。“对于我来说，只有

真 正 从 事 感 兴 趣 的 职 业 ， 才 能 有 持 续 下 去 的 动

力。”张元希望未来的工作能让自己像在辩论赛一

样淋漓尽致地发挥。

“确定了适合的职业方向之后，希望咨询师能

够帮助我在这一条大致的道路上有具体的规划。”

同时，张元希望直接通过职业规划咨询了解相关行

业资讯，并且请职业规划咨询师为他量身打造一条

职业发展道路。“我也想通过这次咨询了解我是否

真的需要研究生的头衔。”目前，张元还没有确定

自己是否要考研二战。

李伟就读于大连某大学的船舶工程专业，春季

开学就进入了大三下学期。在原本的培养体系下，

他们要在大三上学期去船厂进行专业实习。但是，

2021 年年末到 2022 年年末，李伟的学校所在地与

家乡接连出现疫情，他留守在家上了一年的网课，

线下实习变成了线上授课。

“我不了解目前就读专业真正的工作体验是什

么样的。”李伟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没有“实

习”作为试错的机会，他担心在错误的方向努力，

会越走越远。

李伟大学本来想报考的专业是“车辆工程”，

阴差阳错选到了“船舶工程”，他本想在大三专业

实习后，选择是否要跨专业考研或就业。但是，疫

情中的大学岁月，网课、居家、健康打卡是常态。

“自由进出校园都困难，更何况线下实习。”李伟无

奈地说。

不仅无法参加专业 实 习 ， 普 通 的 实 习 机 会 也

是 寥 寥 。“ 用 人 公 司 在 面 试 的 时 候 第 一 个 问 题 就

是 我 能 否 线 下 到 岗 。” 李 伟 投 了 不 少 简 历 ， 但 大

多数 都 石 沉 大 海 。“ 我 的 表 姐 上 大 学 时 有 非 常 丰

富 的 实 习 机 会 ， 感 兴 趣 的 行 业 基 本 都 体 验 过

了 。 所 以 她 在 大 学 毕 业 的 时 候 就 确 定 了 自 己 的

从 业 方 向。”

没有实习经验的李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分外

迷茫。

现在，李伟面临着“就业还是升学”的选择，

就业该去哪个行业？升学该读哪个专业？

他陷入了选择焦虑中，目前寄希望于职业生涯

规划咨询能带来“正确答案”。

“感觉校外的咨询师更走心”

据了解，李伟与张元的大学都有开设职业生涯

规划咨询的课程。“可能因为是二本院校，所以内

容稍显敷衍，没有特别大的用处。”张元说，感觉

老师是在讲一些“道理”，而他需要定制化的个人

咨询服务。

学校里的心理咨询师可以给在校学生提供职业

生涯规划咨询服务。“我的同学去咨询完都说效果

不大。”李伟不太信任学校心理咨询师的质量，“校

外的咨询师价格更高，应该更走心，更认真。”在

李伟来看，当下的“就业焦虑”需要被立刻解决，

否则“提不起精神做其他事”。

最终，李伟通过某心理咨询平台，预约到一位

擅长职业咨询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收费 500 元

一次，预计持续 3 次，目前咨询正在进行中。

与李伟寻求的心理咨询不同，张元和记者强

调，他选择的咨询是职业 规 划 咨 询 ， 而 非 心 理 咨

询 。 在 张 元 看 来 ， 职 业 规 划 咨 询 服 务 不 仅 能 帮

助 咨 询 者 形 成 一 个 清 晰 、 整 合 、 恰 当 的 自 我 概

念 ， 寻 找 到 职 业 的 方 向 ， 更 能 帮 助 咨 询 者 整合

行业信息，明晰从业技能，甚至做出关键节点的

职业决策。而这些，是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决然无

法提供的服务。

张元自己有一套标准来筛选职业规划咨询师。

“第一步就是看他们给我安排的咨询流程是否

专业化；第二就是看 他 们 的 服 务 态 度 ， 如 果 我 对

某 些 问 题 仍 然 存 在 疑 惑 ， 看 看 他 们 是 否 会 提 供

‘售后服务’；第三就是看他们为我提供的建议是

否有依据，是否是他们经过调查，数据论证出来

的结果。”

张元告诉记者，比起这三点，咨询师是否有执

业执照或者从业资质并不是他最看重的。“我觉得

咨询师对人的服务一定是差异化的，证书并不能衡

量咨询师的业务水平。”

也有一些人选择校内咨询。2022 年 5 月，北京

某 传 媒 大 学 毕 业 生 齐 泽 在 选 择 Offer 时 纠 结 了 很

久，是选薪资高自己却不那么喜欢的互联网大厂，

还是薪资低却是“梦想”的广告公司？

她选择求助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在连续 5 次职

业生涯规划咨询后，齐泽真正地了解了自己对工作

的需求以及她的能力分布范围。

“咨询过程中，咨询师通过问问题，逐渐引导

我真正看清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职业需求。”齐泽回

忆道，最终，她选择了广告公司。“咨询师给的建

议是职业选择要从长远来看。”

（应受访者要求，李伟、张元、王飞飞为化名）

00后大学生付费就业咨询热潮渐起

2 月 19 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春季促就业暖心行动公益现场招聘会上，招聘企业工作人员与求职者交流。

连日来，该区连续举办了十余场现场招聘活动，针对不同行业、不同院校、不同群体，安排不同主题的招聘对接

活动，现场吸引了不少应聘者。据介绍，2 月至 3 月间，天津经开区将举办 60 余场春季促就业暖心行动公益现场招聘

活动，共计提供 2000 余个岗位。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

春招市场暖意浓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