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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男女比例的分析

所调查的 160 名学生中，男学生共 70 人，占调

查总人数的 44%，女学生共 90人，占调查总人数的

56%，如图1所示。男女比例为7:9，男女偏差不大，

使调查不会随着性别的不同而发生较大的偏移。

2.1.2参与度分析

经过调查发现，在本次调查的大四学生中，大

多数学生参与过校园招聘：参加过的为126名，比例

为 79%，未参加的为 34 名，比例为 21%，如图 2 所

示。可见作为应届毕业生，大多数学生对于校园招

聘的参与度是比较高的，这也体现出校园招聘已经

成为诸多毕业学生的必修课。

2.1.3满意度分析

图 3所示为学生对校园招聘的满意度调查，其

中 11%的学生对于校园招聘的满意度为 90%，觉得

企业很大程度上是在宣传，不能解决学生的实际需

求。40%的学生表示对校园招聘会的满意度为

70%～90%。22%的学生满意度只达到40%～70%，

还有19%的学生则对校园招聘的满意度低于40%。

还有12名学生表示从未参加过校园招聘，占到调查

人数的8%。学生对于校园招聘的满意度停留在中

等水平，所以可以得知作为一种特殊的招聘形式，

学生对于校园招聘有比较大的期许，校园招聘还是

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2.1.4成功度分析

对于校园招聘的成功度问题，问卷调查的结论

如图 4所示：总体上学生认为校园招聘的成功率较

高，14%的学生认为成功率非常高，44%的学生认为

较高，41%的学生认为较低，认为完全没几率的学生

则占到总人数的9%。

2.1.5想了解的信息

根据调查，22%的人想了解企业的信息，就是企

业的知名度、基本类型、工作要求等相关基本信

息。16%的学生想了解的是企业的地理位置。19%

的学生比较想了解的就是企业的薪酬福利，而想了

解企业就业前景的学生占到人数的 30%，如图 5所

示，企业要想在招聘会中吸引人才，必须对学生坦

诚相待。对于诸多的企业，学生的选择不是唯一

的，企业要是不开诚布公地说明自己的相关信息，

学生就会转投其他的企业。

综合上面的调查可以的出如下结论：学生对

于校园招聘的热情度比较高的，但很多学生对于

校园招聘的满意度还是停留在中等水平，所以校

园招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改进提升。学生对于成

功度的看法存在一定的不同。大多数学生表示他

们对于校园招聘企业的信息关注度较高，其中主

要包括 4 大类，分别是企业基本信息、企业地理位

置、就业前景以及发展前景，最想了解的还是就业

前景。

2.2 校园招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调查发现，目前诸多学生对校园招聘存在

不满的情绪，校园招聘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2.2.1招聘时间不合理

调查发现六成学生反映学校的宣讲会不定期

举办，如图6所示。有企业来就会举办宣讲会，很多

企业存在争抢学生的现象，招聘企业过多，招聘时

间过短，招聘人才不稳定性。很多学生无法在短期

内选择自己适合的企业，很多企业也由于来得过晚

而被其他企业抢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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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求职关注时间点过晚

在调查中发现学生对于求职信息的关注度总体

偏晚，五成的学生表示他们是在大四上学期才开始

关注求职信息的，如图7所示。这反映出很多学校对

于校园招聘只是在毕业生中做出了相关的宣传，这

样就会致使学生对于求职信息、求职流程等缺乏一

定的了解，对于即将毕业的学生，如果没有提前做好

相关求职的准备以及规划，将无法应对企业的招聘。

2.2.3招聘会过于杂乱

在调查中，有 28%的学生表示自己不了解校园

招聘，有 19%的学生表示对于校园招聘不感兴趣，

如图8所示。这反映出很多学生对于校园招聘重视

度以及关注度不高，很多学生选择不去校园招聘会

而是选择社会招聘。大多数的校园招聘会过于简

单、集中，参加的人员很多，环境嘈杂[2]。校园招聘

会的安全性叫人担忧，同时校园招聘缺少针对性，

时间过短，所以看到诸多校招的时候选择放弃，而

是自己选择觉得适合的岗位。

2.2.4企业过分宣传

很多企业过分宣传企业产品，对于岗位信息缺

乏相关的介绍。如图9所示：调查中七成学生表示，

企业来校园招聘的目的不单纯，一部分学生觉得企

业是为了宣传，一部分的学生认为企业只是为了和

学校保持良好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合作，还有一部

分学生认为企业进行校园招聘存在其他目的。

2.2.5现场人员缺乏亲和度

根据调查，有近四成的学生表示他们对于校园

招聘的公平以及人员态度问题比较关心，如图10所

示。很多学生反映在招聘会上工作人员的态度较

为傲慢，没有公正对待每一个求职者，对于应聘者

的问题没有耐心回答，或者对于应聘者进行咄咄逼

人的追问，使得学生很反感。

2.2.6学生过分编造简历

经过调查，为了得到企业的关注度，部分学生

对于自身的简历存在一些或多或少的编造。企业

反映，从校园招聘进来的学生，对于自己的工作期

望值过高，很多简历都缺乏真实性，从而使企业质

疑学生的品行，而不考虑其实际工作能力，这样子

很可能错过那些真正优秀的毕业生。

2.2.7校招学生稳定性差

由于学生对于自己的工作期望值较高，在进入

企业后会在心理上形成很大的落差。由于缺乏经

验，只能从基础的工作干起，而在积累了经验后，很

多学生选择跳槽。

2.3 校园招聘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分析

2.3.1企业方面的原因

1）由于学生群体的特性，很多学生找工作都存

在季节性，很多企业都是在特定的几个月里进行宣

讲以及招聘，学校为了学生以及企业的方便也多是

把诸多企业集中在一个较为集中的时间段，这样就

直接造成了企业过多，也造成了学生一脚多船的现

象。再者，由于很多学生存在焦躁的心理，所以面

对企业长久的不回应，他们就会选择别家较好的企

业，而错过那些更好的企业，企业也流失了优秀人

才。

2）由于校园招聘会上前来投递简历的学生较

多，而且来的学生所寻求的职位也不一致，所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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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求职信息关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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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面对应接不暇的提问，大多是以企业的相关概况

进行简介，在接收到学生的简历并认真筛选后，再

进一步讲解。再者，由于学生人数众多，介绍企业

文化、价值观等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即使招

收不到学生，也可以对企业进行一次宣传以及产品

的介绍，企业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

3）企业招聘人员亲和力不够，其原因还是在于

企业把自己凌驾于学生之上，忘记了招聘是一个双

方需求的过程，企业的相关负责人也缺少对于面试

人员的培训[3]。

2.3.2学校方面的原因

1）由于大部分在校学生很在校期间较为安逸，

对于就业的紧迫感在大四那年才会有所显现，在此

前基本上较少关注求职信息。还有一部分是学校

本身制度宣传方面的原因，为了提高就业率，学校

就业指导中心基本上把就业的相关信息重点发布

对象定为应届毕业生，导致大部分学生对于校园招

聘和就业的准备严重不足。

2）每个学校都涉及多个专业，而学生所寻求的

工作职位不同。而学校又无法为每一个专业单独列

出属于其专业的招聘会，否则学校基本上整个学年

都在举办招聘会，这无疑全打乱学校的教学计划以

及校园秩序，所以学校只得把招聘会集中于某一时

段，学生自己进行挑选适合自己的岗位，这就造成了

招聘会过于杂乱的现象。

2.3.3学生自身的原因

1）学生简历的疑点是由于学生的工作经历少，

想让企业更加重视自己，于是乎就会存在夸大简

历、捏造事实的现象，这也是学生心理的一种自我

安慰。很多学生被拒绝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工作

经历，他们想让自己的简历看起来丰富点，所以他

们就会捏造简历，以期吸引企业，增强自信心。

2）很多学生存在大学生的心理优越感，对于将

来的工作期许度过高，在进入企业后由于工作经验

不足，很多企业只会在前期叫他们做些基础的事

情，学生就会觉得浪费了自己的才华、无法得到他

人的赏识。于是乎就存在跳槽的心理，长期于此就

会选择跳槽。还有一部分的学生由于缺少工作经

验，在寻求第一份工作之后，只是把它当做一个跳

板，在积累了工作经验后就会选择马上跳槽。正是

由于以上两种原因导致了学生进入企业后的流动

性较大。

3 解决校园招聘问题的对策

面对学生的期许，校园招聘如何做才可以更加

完美，针对以上问题及原因，笔者分别从企业、学校

以及学生自身三方面提出一些改进对策。

3.1 企业方面

3.1.1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招聘，与高校长期合作

针对企业宣讲会时间不合理，导致学生选择困

难以及企业人才流失的问题，企业可以选择合适的

时机进行招聘。由于校园招聘的诸多企业蜂拥而

来，学生面对众多的企业无所适从，所以无法对每

个企业进行深入的了解。企业可以避开招聘高峰

期，同时企业对于整个招聘的时间要做一个合理制

定，切不可因为让学生等待过长而流失学生。学校

企业的招聘时间进行一个合理的规划，只有这样，

学生才可以在选择岗位前，做出理性的选择[4]。

与此同时，为了减少学生的流失问题以及减少

校园招聘的人才不确定性以及风险性，企业可以与

高校长期合作，聘用高校教授为企业的招聘顾问，

让高校教师与辅导员在平时就留心观察学生的能

力，提前预定合适的学生，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

校企培养。甚至可以抓住现在很多大学生“先就

业，后择业”的观念，提前签定就业协议，避开招聘

高峰期，又防止大学生事后因为有更好的就业机会

而毁约的风险。

3.1.2对招聘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

面对学生所反映的招聘人员态度傲慢的问题，

企业应该高度重视。招聘工作不仅仅是企业招聘

员工的过程，也是企业对外塑造自身形象，扩大企

业知名度的过程[5]。对于那些表现欠佳的招聘人员

必须进行系统的培训，如招聘流程的培训、招聘礼

仪的培训、以及职业素养的培训等，同时应该做出

相关的教育批评，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在下次的招聘

中认真对待应聘者，使得应聘者了解自己想了解的

问题，并且可以感受到尊重感。

3.1.3适当强调岗位工作压力，减少学生的流动性

企业在面试时可以针对现今多数大学生不能

吃苦，眼高手低的特点，在相关招聘材料以及之后

的面试中适当强调应聘岗位的工作压力，让他们有

一定的思想准备，免得进来工作后因为落差过大或

者吃不消而后悔，甚至离职。

3.1.4合理设计校园招聘流程

企业要想顺利招收到适合的人才必须进行系

统的规划，对于校园招聘整个招聘过程可分为 3个

阶段：第一阶段，准备阶段：进行招聘需求分析，成

立招聘小组，部门相关负责人要与高校进行联系，

进行相关材料的准备工作。第二阶段，招聘实施阶

段：发布相关信息，对于应聘材料进行筛选以及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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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在此基础上进行诊断性面试，最后进行录用决

定。第三阶段，应届生接收与跟踪阶段：学生来企

业报到后，企业要认真做好入职前培训，帮助他们

尽快融入企业。在学生正式入职后要定期了解学

生的心理状况，给予相应的帮助与情感沟通，只有

这样才可以长久留住学生。

3.2学校方面

3.2.1进行相关场地以及场次的规划

对于学生所反映的招聘会过于杂乱的问题，

学校相关方面要进行一个详尽的规划，对于前来

招聘的企业要进行类别的汇总，把具有相同行业

特质的企业、岗位等尽可能放在相同区域。对于

前来招聘的企业的摊位位置以及招收岗位，学校

可以编辑出来，粘贴在较为醒目的位置，使得学生

可以较为直观地了解整个招聘会。同时，对于企

业较多的招聘会，可以分不同的时间举办而不必

集中在同一天。

3.2.2对现场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营造良好的现场氛围

一般到现场参加招聘的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

应该都是合格的了，所以要在业务培训的基础上，

尤其重视对现场招聘人员的人际沟通协调能力以

及敬业精神的培训，要让相关工作人员学会待人接

物的基本礼貌，营造良好的现场氛围，并进一步排

除安全隐患。

3.2.3严格筛选校园招聘企业

针对招聘活动中企业过分宣传企业并对于职

位介绍模糊的企业，学校可以在与企业合作前进行

相关信息的规定，规定企业来招聘时所要展示的内

容。企业必须说明企业相关职位的概况以及前

景。学校安排相关人员监督，对于要参与校园招聘

的企业必须进行筛选，看其是否是正规化的企业，

是否有营业执照，不能对所有想来参加的企业都一

概加入。要对那些过分宣传、对岗位模糊不清的企

业做出警告。

3.2.4定期举办职业以及就业活动

针对很多学生对于求职信息关注时间较晚的

问题，学校就业指导部门应该定期对学生进行职业

生涯规划的教育，同时学校不能仅对毕业班学生进

行宣讲会的宣传，对于其他在校生都应该鼓励其参

加宣讲会，积累相关经验以应对今后的求职就业。

3.3 学生自身方面

3.3.1认真对待自己的简历

一些学生为了吸引企业，过分修饰自己的简

历，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完美。这其实是一种自我欺

骗的心理。企业的招聘人员基本上是专业人员，对

于学生简历中的可疑之处都会一眼看出，所以学生

这样做的后果只会给企业留下不好的印象。学生

应该凭借自己的实力和优势赢得企业的青眯。

3.3.2详细浏览劳动合同

很多学生由于经验不足，对于劳动合同的基本

内容不是很清晰，学生应该详细浏览合同，分析上

面的条款，如果发现不合法的条款应该拒绝签订。

同时，学生要熟悉《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不可

以一脚踏多船，否则将会面临法律风险。

3.3.3认真对待招聘会

在招聘会上，占据主体地位的虽然是双方，但

是企业的优势明显要强于学生，所以学生也要做好

相关问题的准备，在着装上也要尊重企业，切不可

过于随意，平时在校期间也要浏览相关企业的招聘

流程，尽早关注招聘信息，从而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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