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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硕博毕业生人数首超本科生”带来新的就业压力？

学历“通货膨胀”，青春如何“投放”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江昌法 周雅婷

 一个小时，投递 20 多份简历，被拒绝的理由千篇一律；就业失败，转身考研又失败，如今再求职，200 多份简历依旧“无处安放”……毕业于湖
南大学的周洁霞穿梭于各大人才招聘活动现场，盼望着能有一家企业慧眼识珠。

“金三银四”就业季，今年的主力军是 1158 万名 2023 届高校毕业生。除了毕业人数再创历史新高，今年有一个新变化更值得让人关注——根据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在 3 月底发布的《2022-2023 学年度北京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概况》，北京高校毕业生数约 29.7 万人，硕博毕业生人数（16.1 万人）
首超本科生（13.6 万人）。

当“硕博反超”“本研倒挂”“学历通货膨胀”等话题频上热搜，不仅让本科生和研究生都产生了就业焦虑，还令不少人对研究生教育的“含金量”存疑。
那么，硕博毕业生大量输出究竟会不会抬高就业门槛？湖南教育市场又是怎样的现状？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特此进行采访调查。

湖南一家 211院校的双专业

毕业生唐楚佩也经历了一段艰难

求职路。

本科是日语专业，研究生是

美术专业……有过 7 段专业对口

实习经历的唐楚佩每年考试都能

在学院排名于前 5%。

自2月开始求职起，唐楚佩

投递了至少 600 份简历，大多都

是有知名度企业的管培生、行政、

销售等专业岗位。

然而好单位的面试几率太

小，她只拿到 10 个面试机会，

面完就没有下文。

“凡是能投简历的渠道我都

试过。”唐楚佩还在小红书上找

过工作，有些轻奢品牌会发布一

些求职信息，她尝试联系，但被

对方以学历不够为由拒绝。“他

们要求应聘者有海外留学经历，

或者是国内 985 院校。”

为了找到工作，唐楚佩开始

盲投，不再强求大企业。她投过

一家日企，遭到了对方拒绝。后

她听人说，那家日企更想招本科

生中的“尖子生”。

盲投带来的另一种评价是“不

匹配”。在长沙一家私企面试时，

面试官直言，“本硕跨专业意味

着两个专业都不够精，不靠谱”。

有着艺术和日语类的专业背

景，当教师本应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然而劝退唐楚佩的是严重不

符合预期的薪资。“一家学校的

日语老师薪资是 2000 元的基本

工资加上 1000 元的绩效。”唐

楚佩对于薪资的最低要求是每月

5000 元。

就这样，本该在小红书上

求职的唐楚佩开始了“博主”之

路——她将每次应聘的经历记

录下来，发笔记与网友们探讨。

没想到，跟她一样的毕业生还挺

多，一条笔记有数千条回复，“大

家分享自己的经历，抱团安慰、

互相鼓励”。

在对 25 名学生的采访中，

有 15 名学生认为“受高学历竞

争影响大”，6 名学生认为“没太

多影响”，4 名学生认为“企业要

求太高”，部分同学表示曾遇到

“陪跑”“拒绝应届生”等情况。

中南大学文科专业研三学生

周田芯分享了一次经历。2022 年

3月，她在校园招聘会看中了一

家武汉国企。投了简历后，HR

同意面试。结果面试时 HR 告知

“只招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

“不是看过简历才邀面试

吗？”周田芯说，“感觉自己的面

试只是企业为提升招聘率、HR

为完成绩效而发出的邀请。”

性别歧视，是采访中大家反

映遇到最多的情况——受访学

生告诉记者，有的企业直接在招

聘信息中备注“本岗位更适合男

性，会经常出差、加班”；一些高

校招聘计划也写着“招三名语文

老师”，“可面试结束后，只招了

两名男教师”。

本次采访的另一个关键词

是——降低预期。受访的 80%

学生表示，在目前的求职环境下，

愿意降低薪资要求来应对就业

压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
物均为化名）

就这样，大半年过去了，还

未“上岸”的周洁霞采取了海

投的策略——“不论企业高低、

规模大小，我都试试，两个月

内我投递了200 多份简历。”

“回报率”自然也不 高。

200 多家企业中，周洁霞能成

功约到面试的也就 10 多家，其

中，7 家企业会在面试环节直接

告知“未通过”。

广州一家知名大型消费品

企业是周洁霞接受面试的第一

家。面试中设置群面环节，候

选人被分成 8-10人的小组，进

行无领导小组讨论。因为不善

言辞，她看着大家热火朝天地

讨论，她却一句话也插不上，“这

场面试是社牛的‘天堂’，社恐

的‘地狱’”。

经过一番了解，周洁霞得知，

仅自己小组的 8人中，就有6 名

硕士及海外留学毕业生。迫于

压力，她选择了退出。

当然，也有愿意给机会的

企业。经过大大小小的公司面

试后，周洁霞拿到过几份录取

通知，但因为“离家远”“加班多”

“前景差”等原因，最终放弃。

周洁霞说，自己正在经历

人生最艰难的时刻，“我开始跟

自己和解，不要有太大期望和

压力，能进一家普通民企，就

算是一个不错的终点”。

周洁霞的经历，李雅感同

身受——求职近一年，她的体

会是：“学历贬值”。

4月初，在衡阳某市属学校

的招聘面试现场，迎来了28 位

应聘者，他们来自北京师范大

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同济大

学等重点名校。

接到面试通知时，李雅感

觉很幸运——该校招聘日语教

师，跟自己大学专业匹配。可

来到面试现场，她开始失了信心，

“我要跟 27 位名校研究生竞争

一个仅有的教师名额！”

李雅今年 27岁，是湖南一

家双一流大学日语专业的研究

生。最初找工作时，她对自己

挺自信。每天泡在招聘网站，

40 多份简历都是奔着同一目

标——中学日语教师岗。

两个月过去，李雅发现，日

语专业并不好就业，除了当教

师，她只能锁定一些翻译岗位

定向求职。

“当翻译岗都很难应聘时，

我才意识到今年竞争激烈。”李

雅说，她开始策划 B 计划，多

投一些民营企业，尝试非本专

业的工作。

让李雅印象深刻的一次面

试，对方因为嫌弃她本科专业

非日语而拒绝。她很生气，跟

对方辩驳，可对方还是说：“第

一专业非日语，基础能力就不扎

实，教不好学生。”随后，将她

的简历拎出来，沉放在最底下。

读研究生的意义是什么？李

雅无数次自我反思。她知道这

个问题不会像应试试题一样有

标准的答案，但它却每时每刻

在心头挥之不去。

采访中，李雅翻出了自己

用来记录找工作的表格——从

2022 年 10 月 到 2023 年 4 月，

长达 7 个月的时间跨度中，表格

里的企业和岗位名单一直在不

断更新，结果是投了40 多份简

历，只拿到过 1 个 offer，“很多

简历连初筛都没过，竞争者永

远是想象不到的高学历学霸”。

如今，李雅仍然在继续投

递简历，“我开始逐渐放宽了条

件，不再仅限于日语岗位，只

要有机会，都可以去试一试”。

故事①

难以投递的简历
4月8日，上午 9点 51分。

在湖南大学 2023 届春季毕

业生供需洽谈会现场，人山人

海。周洁霞穿梭在人群中，在

理想的单位展台上投上一份简历

后，迅速又朝另一个展台走去。

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周洁霞

就投出了20 多份简历。

“我尝试投递了很多不同专

业领域的企业，但因为没有相

关实习经历，都被刷下来。”周

洁霞说，除了在线下参加学校

组织的招聘会，她还会在网上

投简历。

2022 年 2 月，周洁霞正读

大四。听身边很多朋友描述过

求职的艰难过程，她也想逃避

就业，跟着室友一起考研。考

研出成绩的那天，她还在安慰

另一位考研失败的同学，结果

在去饭馆的路上，她也收到了

考研未通过的消息。

六月毕业不等人，周洁霞着

急了。她每天刷招聘网站数百

次，害怕自己错过心仪的企业。

周洁霞说，她所在的建筑

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大多是在建

筑设计院和施工单位工作，设

计院行情不太好，最近几年都

在裁员，即便小范围招聘也有

学历要求——只招研究生；而

像建筑公司，很多时候要上工

地，招聘需求里则会有显著字

眼：限男性。

被硕士与“海归”挤压的面试

故事②

28 位名校研究生竞争一个名额

故事③

小红书发文吐槽“求职难”，评论数千条表“同感”

看到这儿，想必很多人想知道，究竟求职困难与“本硕倒挂”有

直接关系吗？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了25 位来自不同大学

的应届毕业生，展开就业调查。

调
查

80%受访学生愿意降低预期

摄影 / 吴小兵

周洁霞每天上网投简历，希望找到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