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进入“热门领域”工作，一直是应届
生就业过程中较为普遍的一个倾向。过
去十年来，公共事业单位、大型国企、跨
国公司、国有银行、投行、咨询公司、互
联网巨头、创业公司……一波又一波的
浪潮此起彼伏，影响着千万高校毕业生
的职业生涯。

近五年，社会变迁愈发快速，一个
个风口的更迭令人目不暇接，许多甚
至还没有达到顶峰，便已经坠落。与此
同时，正在逐渐进入职场的 !"后更乐
于接受新鲜事物，勇于尝试，能够承受
不确定性。这样的代际特点，令 !"后
的择业观更加多元，进入新兴行业的
年轻人比例大幅增加，“追风口”成为
常见现象。

第一份工作对于职业生涯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年轻人试错成本
低，拥有丰富的可能性，也不再追求“铁
饭碗”，但在首次择业过程中获得的自
我认知评价，对各类行业与岗位的信息
收集，以及从面试中习得的沟通技巧，
都十分宝贵。如何基于这些信息，挑选
相对更合适的就业“风口”呢？

为什么感觉找工作变
难了：企业对人才质量的要
求正不断提升
今年的秋季就业旺季中，市场上普

遍感到“找工作变难了”。一方面巨头公
司缩减招聘规模，一方面，大量成长型
企业对于人才质量的要求普遍提高，这
些因素对应届生求职都形成了挑战。

企业人力成本的不断提升，是就业
市场变化最底层的影响因素。#$%%直
聘研究院数据显示，过去三年里，企业
付出的应届生雇佣成本逐年上升，&'()
年应届研究生的平均招聘薪资已经达
到 !"*"元，而学生的期望薪资水平还
要再高一些，与有 (+,年工作经验的职
场人的薪资水平几乎不相上下。职场新
人的能力和适应速度是否与价格匹配，
是雇主的重要出发点。

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城市选择上
观察，过去几年来，首份工作选择一线
城市的高校毕业生比例逐年降低，只有
,-.的 &'-)年应届生明确选择一线城
市，新一线城市受青睐程度在四年间提
升了 !个百分点，选择二三线城市的应
届生比例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在积累了若干年工作经验之后，人
才流动又出现了变化。工作变动之后，
选择新一线城市的高校毕业生比例基

本维持稳定，但相当一部分当年选择了
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决定离开，加入一
线城市的奋斗大军。特别是近两年来，
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间展开的人才
争夺战愈发激烈，既为年轻人提供了更
多机会，另一方面也加大了选择题的难
度，更加需要他们学会作出合理选择。

&'-*年以来的“双创”大潮中成长
出了一大批明星企业，也为高校毕业生
创造了百万级别的就业岗位。#$%%直
聘研究院发现，&'-*年以来，在毕业之
初愿意进入 "''人以上规模大中型企
业的年轻人比例有所下降，但硕士和博
士毕业生对大中型企业的倾向性始终
维持在 "'.以上的水平。这反映出雇
主和求职者双向选择的变迁，!" 后毕
业生更加渴望个人价值的实现，不希望
在大型企业中做“螺丝钉”，而大中型
企业对人才质量和专业性的要求始终
在提升。

这些基本趋势的变迁，折射出“企
业为什么变苛刻了”的一些重要原因。
首先，人口红利下降，人才成本上升，人
才流动频率加快这几大趋势，迫使企业
不断提升对人才质量的要求，放到具体
指标上，就是教育背景、工作经验和专
业技能。由于竞争激烈，人才在企业内
部的成长周期被进一步压缩，需要不断
成长以跟上组织的发展速度，并出现一
人多岗的情况。

第二，为了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管
理效率，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非核心
职能、标准化程度高的岗位外包，并购
买企业服务来优化或替代部分内部职
能。组织形态的不断进化，例如大型
组织内部的分解、更加灵活的雇佣形
式，决策流程的变化等等，都影响着企
业的岗位设置和人才需求。对于毫无职
业经验的应届生来说，这些都加大了求
职的难度。

做垂直领域的专家，
认知层面的通才

过去五年中，基于移动互联网、共
享经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这几
大技术和商业模式升级而诞生的创业
风口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从
&'-*年开始，每一年都有被资本高度
青睐的风口。大致列举一下，便是一个
长长的名单：出行、内容创业、信息流产
品、$&$、智能硬件、跨境电商、金融科
技、教育科技、知识付费、自动驾驶、/01
20、新零售、医疗健康、消费升级、文娱
体育、共享单车、区块链、智能制造……

这些风口中走出了新巨头公司，还有许
多在短暂巅峰后黯然离场。而每一个风
口中，都有许多年轻人的身影。

如果从更宏观的视角去观察，近五
年来，产业间的交叉渗透程度不断加
深，行业界限日趋模糊。从农业、制造
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传统行业，
到金融、医疗、教育等“朝阳产业”，都在
经历技术变革，形成了棋盘式的立体
产业结构。

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看：智能技术
正在重塑传统教育模式，改变教学的交
互形态，并通过网络技术重新分配教师
资源，缓解人才压力；医疗影像技术正
在不断进步，提升了诊断效率，而海量
的公共卫生数据中，蕴藏着巨大的尚未
被发掘的价值；大数据也在提升着城市
管理水平，从路面交通调度，到智能安
防技术的应用，都在影响人们的生活。

多年以来都是就业热门的金融行
业，也在发生变革。&'-)年 *月，波士
顿咨询公司与中国发展基金会共同发
布的《取代还是解放：人工智能对金融
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报告中认为，“到
&'&3年，中国金融业约 &,.的工作岗
位将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颠覆性影响，
影响方式为岗位的削减，或转变为新型
工种，其中银行、保险及资本市场的工
作岗位削减比例分别为 &&.、&".及
-4.。”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资深从业者，
面对并不遥远的未来，如何适应变化，
都成为了重要的命题。

事实上，大量企业已经开始了调
整，首先反映在人才结构和对候选人技
能需求的变化上。#$%%直聘研究院数
据显示，过去两年中，企业需求增幅最
大的十个技能，集中在人工智能与数据
科学领域。术业有专攻，尽管不是所有
人都需要掌握这类专业技能才能在职
场生存，但其中蕴含的对人才思维品
质、逻辑分析能力、数据洞察力的要求，
已经越来越清晰。

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各种“风
口”仍将不断出现并更迭下去。对于经
验和技能十分有限的职场新人来说，
在选择行业或“风口”的时候，可以尝
试判断，这个领域或岗位能否极大地
提升效率或优化成本。而这也是创新
的源泉与目标。

未来的职场注定将充满变化，拥抱
并适应变化是基本的生存法则。努力做
“垂直领域的专家，认知层面的通才”，
能够帮助职场新人不断提升自己，走出
更稳健通畅的职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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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 ! 社区版

! ! ! !本报讯 日前，在复旦大学“生涯
领航，指引未来”生涯活动月系列讲
座上，互联网人力资源服务平台
#$%%直聘研究院院长常濛受邀为同
学们带来《第一份工作应该如何“选
风口”》的数据分享。在交流互动环
节，这些“!" 后”学子们争相提问，
“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入职了一个
岗位，怎么样才能判断这个岗位适不
适合我？”“常院长，面对一个创业型
小公司提供的薪酬较高的岗位，和一
个大公司提供的薪酬一般的岗位，我
应该怎么选？”他们最关心的还是自
己能力与岗位之间“契合度”的问题，

以及如何提升自己的就业竞争力。
如何把准就业风口，常濛院长表

示：“大家在选择进入哪个行业、应
聘哪个岗位之前，首先跟准大方向，
其次自己要努力提升自身的核心素
养；最后要尽力做垂直领域的专家，
认知层面的通才。未来只有那些能
极大提升企业效率、极大降低企业
成本的岗位和部门，会具有强劲的
竞争力，我们都应该努力使自己成
为这些岗位和这些部门的优秀者。”
常濛院长同时对学生提出的“判断
一个岗位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问
题作出了回答：“应该给自己半年到

一年的观察期，不要太早下定论。如
果持续半年时间，你每天上班的心
情都特别沮丧，这时需要评判你所
在的这个部门是否能帮助企业极大
地提升效率、极大地降低成本，综合
权衡后再决定是否离开。”常濛院长
告诉在座的学子们，应届生最大的
优势，就是有着极低的“试错成本”，
可以足够从容地去真正发现自己兴
趣和工作之间的结合点。

此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学生职业
发展教育服务中心以及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院联合举办，除 #$%%直
聘研究院常濛院长外，当天讲座另外

一位演讲嘉宾是微盟集团副总裁兼
首席人力资源官费雷鸣。费总围绕应
届生求职中最关心的“面试”环节，给
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他认为，面试不
等于考试，面试是一种双向沟通，是
打破应聘官打破对应聘者的否定与
预设，从而建立信任感的过程；其真
谛并不在于展示优点，而在于自身
与岗位、企业的匹配度，“所以，面试
是一场修炼，需要一次又一次的面试
来积累经验，磨砺自我。”两位嘉宾通
过这次“生涯领航，指引未来”主题讲
座，给同学们带来满满的干货，大家都
表示收获很大，很受启发。

! ! !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智能仓储和物流
等行业技术的迅猛发展，直接带动了电子商
务行业的大规模增长，并在商业模式和专注
领域上不断创新，大大小小的电商平台深刻
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行业的快速成长也带来了巨大的人才
需求，#$%%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过去三
年，国内电子商务行业人才需求高速增长，
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过去五年来，电子
商务行业始终是提供最多应届生岗位的行
业之一。正是校招旺季，#$%%直聘研究院对
近年来，特别是 &'-)年前三个季度电商行
业人才趋势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三个关键
词：增长、拐点和流动。

增长：电子商务行业人
才需求旺盛 小微企业迅速
发展
目前，整个电商行业的人才需求都十分

旺盛。电商行业内部的业态其实十分丰富，
除了消费者感知最为深刻的“买买买”，还有
#&#电商、跨境电商、电商代运营等等业态。
电商行业有一个永恒的话题是“垂直电商如
何发展”，当电商创业公司进入规模化阶段
时，总是逃不过“如何跟阿里、京东竞争”
的问题。
尽管竞争激烈，巨头的迅速扩张为电商

行业带来了技术升级和更多的新概念，而在
新概念的引领下，又产生了相应的人才需
求。例如，“新零售”概念的提出令大量平台
开始重新进驻线下，甚至将线上与线下体验
无缝融合，创造出一批新岗位。因此，我们欣
喜地看到，在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巨头持
续扩张的同时，中小电商企业依然在蓬勃生
长。&'-)年前三季度，-''人以下规模的小
微电商企业人才需求占到整体比例的 ").，
需求同比增长 ,!54.。
从人才需求的地域分布来看，#$%%直聘

研究院数据显示，&6()年前三季度，电商重镇
杭州是国内电子商务人才需求量最高的城
市，占整体需求的比例达到 (65*.。深圳电商
人才的需求占比为 (656.，位列第二，北京则
以 !5&.的人才需求比例位居第三。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二三线城市 (66人

以下规模小微电商的人才需求尤其旺盛。
&6()年前三季度，二三线城市小微电商企业
的招聘需求同比增长 4,5*.，较一线城市增速
高出一倍以上。在人们熟悉的“江浙沪包邮
区”有大量“淘宝村”，本来便已经形成了一个
小型但完整的电商供应链系统。这些从“淘宝
村”中生长起来，从二三线城市无数社区中由
夫妻店发展起来的小微电商，成为电商庞大
系统中最接近用户、最活跃的神经末梢。
人才市场要健康运转，供需关系就要尽

量保持平衡。随着人才需求的不断增长，电
商行业人才存量也明显提升。#$%%直聘研
究院数据显示，&6()年前三季度，选择电商
作为第一期望行业的求职者数量同比增长
&65(.，较 &6(*年同期激增 36个百分点。北
京、杭州、深圳、广州和上海是国内电商行业
人才存量最大的五个城市。

人才需求的提升自然带来薪酬水平的
提高。&6()年前三季度，电子商务行业平均
招聘薪资为 3&6)元，较 &6(3年同期增长
&5&.；电商行业中技术类岗位的平均招聘薪
资达到 (*6)! 元，较 &6(3 年同期增长

&53.，增幅连续三年领跑行业。运营
岗位的平均薪资增幅为

&5&.，仅次于技术岗。

拐点：技术岗位比例显
著提升 智能化岗位人才高
度稀缺

在互联网技术已经基本成为产业基础
设施的大背景下，如果一个行业的技术人才
比例开始出现明显提高，说明在技术驱动下
的效率提升开始成为行业共识。传统上看，技
术研发类岗位在电商行业中的占比相对较
低，行业主要由运营、产品和市场类岗位驱
动。近年来，电商行业在商业模式、用户规模、
垂直领域深耕、用户教育等多维度日趋成熟，
在每个垂直领域里，都发展出了一两家领军
企业。于是，在领军企业的带动下，行业开始
逐渐向技术驱动转变，技术类人才的需求占
比显著提升，“智慧电商”的动能转换拐点开
始出现。#$%%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6()年
前三季度电商行业技术类岗位的占比为
!53.，人才需求量同比增幅达到 ().。
从人才结构来看，电商行业的智能化目

前依然处在相对初级的阶段。整个行业需
求最旺盛的技术岗位，包括 7898、:;< 前
端、=>=、安卓、测试、运维等类型的工程
师，都是 =? 端和移动端的基础开发及维
护岗位。简单理解，电商行业的技术驱动，
在宏观层面上来看还处于先整体实现信息
化的阶段，“智能”这件事情依然是由巨头在
开拓和引领。

#$%%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6-)年前
三季度，电商行业需求增幅最大的十个技术
岗位全部是和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算法相
关的。这几类人才可以大致概括为“2#?@

ABC”，其中，2代表人工智能（2DEFGFHF8I AJE;I!

IFK;JH;），正在渗透电商行业的全部环节；#
代表大数据 L#FK M8E8N，?代表云计算L?IBOP

?BQROEFJKN，这两项技术大量应用在个性推
荐、用户画像、移动支付、智能仓储管理等领
域；ABC代表物联网（AJE;DJ;E BG CSFJKT），对
于智能物流和无人零售等最新领域的发展
至关重要。这几类技术人才影响着电商行业
上中下游全供应链的智能化升级进程。
尽管人才需求激增，但以算法工程师、

数据架构师等为代表的技术岗位在电商行
业中高度稀缺，供需指数始终不足 65"，高质
量人才的稀缺程度甚至更高。

人才的高度稀缺带来了价格的高涨。
#$%%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6()年前三季
度电商行业十大高薪职位由“2#?UABC”类
岗位垄断。算法和数据架构类的岗位平均月
薪普遍超过 ,万元。这两类岗位决定着电商
平台的系统稳定性、分布式计算能力和个性
化推荐水平，是平台实现规模化和优质用户
体验的底层保证。

流动：电商专业学生从
业比例提升 数据分析与商
业逻辑能力与企业要求有明
显差距

频繁的人才流动始终是电商行业人才
管理的一大挑战。#$%%直聘研究院数据显
示，&6-)年前三季度，电商行业人才平均跳
槽间隔仅为 -,5-个月，较 &6-4年缩短 &5)

个月，比互联网行业整体均值短 "5&个月。
有 &&V的从业者工作不到半年便开始寻找
下一份工作。&6-)年前三季度，电商行业明
确要求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岗位仅占
&)5*.。中低学历从业者就业稳定性不高，职

业规划意识弱，也是造成行业人才流动频繁
的因素之一。

尽管人员流动依然十分频繁，但电子商
务专业毕业生进入行业的比例正在逐年提
升。#$%%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6-)年，电
子商务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有 ,-54.选择加
入电商行业，较 &6-3年增加 *5!个百分点，
比例连续 "年上升。尽管更多对口专业人才
进入行业，但电商行业的发展速度日新月
异，高校课程内容的相对滞后成了人才培养
中最大的挑战。另外一个人才培养隐忧是，
电商专业获得的顶尖教育资源相对不足，
#$%%直聘研究院的样本显示，&6-)年电子
商务专业应届毕业生有 *6.是本科以下学
历，毕业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只占 3.。

电商运营、网络客服和运营专员是电商
专业学生毕业后在电商领域期望从事的前
三大职位，占比总和接近 "6.。作为支撑电
商行业运行最基础、人员规模最大的岗位大
类，它们同时也是对应届生最为友好的岗位
类型，吸收了大量非电商专业的毕业生。

运营一直是电商行业中最核心的岗位
大类。近三年来，电商行业中的运营岗位已
经在内容运营、活动运营、社区运营的基础
上不断升级，进入了“精益运营”的阶段，担
负起平台增长的核心任务。运营不再是简单
的做促销、搞专题、写软文，而是要精确地量
化并提升平台的增长和留存。

因此，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和商业逻辑
能力成为高级运营人才的核心技能，需要能
够将业务的逻辑链条清晰地分层拆解，并在
每一个漏斗阶段做出针对性的优化，进而提
升整体的业务规模。

这一趋势也有明确的数据支撑。#$%%

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6-)年前三季度，电
商行业中有近七成岗位明确要求候选人拥
有三项及以上不同领域的技能。其中，仅运
营类便有超过 -".的岗位要求候选人必须
同时掌握数据分析和多种运营技能。大数据
是电商行业个性化与智能化的基础推动力，
掌握相关技能已经远不只是对技术研发人
才的要求，而在逐渐渗透全行业的全职类。
与企业对人才的高标准要求相比，目前

电商专业毕业生的能力仍显不足。过去三
年中，尽管明确表示掌握 =WESBJ、0 语言等
数据挖掘和分析工具的电商专业毕业生比
例有小幅提升，但整体占比仍然不足 ".。
学生在不断加强自己的能力，但是雇主的
要求始终比学生的成长能力要快一点，对于
应届生来说，这也是就业过程中需要面临的
最大挑战。

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人才背
景的多元化。近年来，电商行业吸纳了大量
跨行转岗的人才。#$%%直聘研究院数据显
示，&6-) 年前三季度寻求进入电子商务行
业的人才中，有 4".为跨行业求职。其中，生
活服务、互联网金融、广告营销等运营和策
划人才占比较高的行业成为向电商行业输
送人才最多的三大行业。

电子商务行业招聘需求旺盛
智能技术与增长运营人才高度稀缺

第一份工作如何选择
行业和岗位的风口

"#$$直聘走进复旦!与%&后分享招聘大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