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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联招聘作为招聘行业的领先者，对求职市场保持高

度关注，持续追踪中国劳动力市场白领供求状况。2017年

夏季，智联招聘持续监测全国37个主要城市的职场竞争情

况，分析在线企业招聘数据和白领投递简历情况，继续关

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白领供求状况，希望这一趋势能够持续

给公众提供职场和薪酬相关的资讯，为雇主和白领在下一

季度的招聘和求职提供指导意义。

本报告为长沙地区 2017年夏季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

给方面的数据与分析。

一、长沙地区竞争最激烈的五大行业
智联招聘 2017 年夏季在线数据显示，长沙地区竞争

指数排名前五位的行业中，房地产 / 建筑 / 建材 / 工程行

业的竞争指数最高，其次是大型设备 / 机电设备 / 重工

业行业，电气 / 电力 / 水利行业排在第三，物业管理 / 商

业中心行业和环保行业的竞争指数位列第四和第五。长

沙地区竞争最激烈的前三位行业依然是上一季度的三大

行业，此外，物业管理和环保行业在本季度加入就业竞

争的行业中。

二、长沙地区竞争最激烈的五大职业
智联招聘在线数据显示，长沙地区 2017 年夏季竞争

最为激烈的职业是财务 / 审计 / 税务、土木 / 建筑 / 装修

/ 市政工程和交通运输服务。此外，采购 / 贸易和高级

管理的竞争也较为激烈。财务 / 审计 / 税务、人力资源、

行政 / 后勤 / 文秘等职位的流动性相对较弱，岗位供应

数量有限，所以求职竞争较为激烈。房地产市场的热潮，

使得土木 / 建筑 / 装修 / 市政工程职业继续保持竞争激

烈的状态。交通 / 运输行业对人才的需求较大，但行业

的门槛也比较低，人才供应也比较充足，因此求职竞争

比较激烈。采购／贸易收到实体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就

业也不太理想。高级管理岗位供应有限，人员流动率较低，

因此竞争也比较激烈。

三、长沙地区的十大高薪行业
智联招聘在线数据显示，长沙地区 2017 年夏求职期

的平均薪酬为 6721 元，在全国 37 个主要城市的薪酬水

平中排名第二十位。从薪酬的分布情况来看，长沙地区

薪酬水平中等，平均月薪 4000 元至 6000 元的职位占职

位总量的 35.3%，8000 元以上的占 20.3%。

长沙 2017年夏季求职期平均薪酬分布情况

具体来看，专业服务 / 咨询 ( 财会 / 法律 /人力资源等 )

的平均月薪最高，为 8241 元；其次为基金 / 证券 / 期货

/ 投资，薪酬水平为 7932 元；再次是房地产 / 建筑 / 建

材 / 工程行业，平均月薪为 7865 元。长沙地区平均薪资

排名前十的行业，专业服务和基金 / 证券 / 期货 / 投资

的平均薪资水平和排名均有所上升。房地产 / 建筑 / 建材

/ 工程发展较快，相对春季平均薪酬排名有所上升，位列

第三。交通 / 运输行业也进入了前十位的榜单中。智联

招聘专家建议，薪酬虽然是求职者在就业 / 择业时的重

要考虑因素，但个人的职业成长、行业的发展趋势、单

位发展目标等都会对未来的职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求

职者在选择工作时应该综合考量各方面的因素，需要将

目光放长远，了解未来的行业发展趋势，同时不断成长，

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经济和职场大环境中保持竞争力，不

被淘汰。

长沙 2017年夏季求职期十大高薪行业

 从数据结果来看，2017 年第二季度长沙地区的职场

竞争情况有所缓解，竞争指数降低；同时从各个职位的

薪酬水平来看，整体的平均薪酬水平也略有上升。

长沙地区的经济实力与中部地区其他城市相比不相

上下，但城市薪酬水平一直不及其他中部城市，本季度长

沙地区的薪酬水平逆势上涨，排名从上一季度的第 27 位

上升为本季度的第 20 位。长沙一直致力于全面发展经济，

本季度更获批临空经济示范区，为未来发展注入更多可

能。同时长沙地区也非常注重“留住人才”以及“引进

人才”，为增加吸引力，整体的薪酬水平有所上升。

从全国范围来看，Q2 整体就业竞争趋势得到缓解，

并呈现区域性特征，新一线城市的发展正在对全国的人

才分布结构进行重构。对于企业来说，自身的发展状况

是考虑招聘计划及人才储备的主要标准；结合招聘市场

的整体状况，把握好招聘的节奏，充分的利用招聘资源。

对于广大求职者来说，不管在何种情况下，保持自身的

职场竞争力是“第一要务”，只有具备坚实的职场技能和

知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智联招聘发布 2017年夏季长沙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

长沙2017年夏季招聘竞争最激烈的五大行业
排名 行业
1 房地产 / 建筑 / 建材 / 工程
2 大型设备 / 机电设备 / 重工业
3 电气 / 电力 / 水利
4 物业管理 / 商业中心
5 环保

长沙 2017年夏季招聘竞争最激烈的五大职业
排名 职业
1 财务 / 审计 / 税务
2 土木 / 建筑 / 装修 / 市政工程
3 交通运输服务
4 采购 / 贸易
5 高级管理

为拼中考高分不惜让娃吃药
你怎样看待应试体育？

中考体育测试本是为了让

学生加强锻炼，提高身体素质。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学

生为拿高分，竟服食含有兴奋

剂类药物。这不仅背离考试初

衷，更会危害学生健康。是什

么让学生、家长如此“铤而走险”?

“50 分，在中考中足以改变

一个考生的命运。”张女士的儿

子小伟 ( 化名 ) 就读于北方某省

重点初中。该省中考体育总分

50 分，计入初中学业考试总分。

“平时他的水平就是 39 分，周围

50 分的孩子很多，大部分都在

46 分以上，仅体育一门就差别

人 10 分，对孩子的影响太大了。”

为了让孩子在中考中取得

一个好成绩，张女士用上了非

常手段：经多方打探，她让小

伟提前一个星期服用一种含有

麻黄碱的药物。“麻黄碱能起到

兴奋作用，考试的时候再喝两

罐功能性饮料，应该多少会起

点作用。”张女士说，“毕竟这

是决定命运的考试，现在不拼

一把，以后就没机会了。”

最终，小伟取得了46 分的

成绩。“可能考试时拼尽了全力，

也可能是吃药、喝饮料起了作

用吧，能考到这个成绩我很高

兴。”小伟说。至于药物是否

会导致不良反应以及是否违反

相关考试规定，小伟可能从来

没有考虑过。

在中考体育测试中服用含

兴奋剂的药物，并非个别现象。

在另一所中学就读的小超 ( 化

名 )，则在母亲刘女士的安排下

服用了另一种含兴奋剂的药物，

最终取得了47 分的成绩。刘女

士说 ：“如果不想点办法，他比

别人能差十多分，对孩子影响

太大。有啥副作用，等上了高

中再慢慢往回补。”

在微信上，不少家长群里

都在私下交流体育中考的“过

关秘籍”。“很多学生提前几个

月就吃药，我让小伟提前一个

星期吃，已经是后知后觉、不

负责任了。”张女士说。

记者通过一些电商网站检

索“中考体育”一词，出现大

量药物、功能性饮料等结果。

与电商卖家交流后，不少店主

都会主动向记者推荐使用含麻

黄碱、咖啡因的药物或饮品。

那么，服用此类药物真的

能提高体育考试成绩吗 ? 一位

国家级反兴奋剂教育讲师告诉

记者 ：“兴奋剂不是万能的，它

必须配合长期的训练才能发挥

效力，许多家长根本不懂这些，

只是在盲目跟风，结果可能适

得其反。”

事实上，服用兴奋剂对青

少年的身心健康会造成危害。

如麻黄，属于刺激剂，可能导

致失眠、焦虑、体重降低、依

赖成瘾、脱水、四肢震颤、心

速和血压增加、中风概率增加

等危险。北京大学附属仁和医

院呼吸科医生田慧介绍，任何

药物长期服用都是有毒副作用

的，尤其是含兴奋剂的处方类

制剂或治疗目的性较强的药物。

如果不对症的话基本等同毒药，

容易诱发身体原有的基础病。

从法律上看，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

用兴奋剂国际公约》和国务院

《反兴奋剂条例》中都规定，严

格禁止任何体育运动参加者使

用兴奋剂。在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公布的 2017 年兴奋

剂目录中，前述两种药物都赫

然在列。

（7 月 12 日《半月谈》）

文 / 刘剑飞
为了拿高分，这些学生竟然在

中考体育测试前服用兴奋剂，这

样的行为实在令人震惊，也让人

担忧。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损害孩子

健康，也违反相关规定，违背体

育测试的公平，这种作弊手段更

在践踏社会诚信。

体育测试原本是为了提升学生

的身体素质，树立学生健康的运动

观念，可是在现实中，这一考试科目，

却成为一些人弄虚作假的载体，实

在令人意外。出现这样的结果，主

要是因为体育教育的急功近利。一

些老师存在重智育轻体育的现象，

平时对体育教育不重视，等到考试

前，只能临时抱佛脚，突击锻炼，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生自然无

所适从，导致采取一些旁门左道通

过考试。

这种行为的危害是多方面的，

首先，服用兴奋剂，对孩子的健

康具有极大的危害，轻则可能导致

一些病变，重则可能成瘾；其次，

服用兴奋剂，是对孩子的一种错

误引导。诚信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

要一课，但是如今却出现这些作

弊行为，不仅是对学校诚信教育

的一种践踏，也给孩子传递出一

种错误的价值观，更违背了体育

考试的初衷。

当然，服用兴奋剂违反相关法

规，但是在体育考试中，这种违规

行为却能轻易过关。这充分说明在

体育考试中对兴奋剂的监管和惩罚

存在着巨大缺失，这就需要补上这

个漏洞：一方面加强学生的法制教

育和诚信教育，增强学生法制意识，

自觉遵守相关法规，拒绝服用兴奋

剂等药物。另一方面，加强对体育

测试的兴奋剂检测，对服用兴奋剂

的行为进行处罚，比如可以取消考

试资格等。

体育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需要久久为功，不可能一

蹴而就，这就需要在日常教育中，

加强对学生的体育教育，增强学生

的运动意识，加强锻炼，打好基

础，这样才能在考试时从容应对，

安全通过。体育测试出现服用兴

奋剂的现象，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需要相关方面高度重视，加强预

防和惩罚，这不仅是在保护孩子

健康，也是在捍卫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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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测试吃兴奋剂背后是错位的教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