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次实现单位网络报名并

按行业分区、首次启动雄安新

区用人单位征集工作、首次设

置残疾人毕业生就业专区……

熙熙攘攘的热闹过后，为期两

天的 2019 河北省毕业生就业

专场服务活动昨日落下了帷

幕。两天共有 10 万人次的求

职者前来寻找伯乐，共2520家

用人单位携带5.5万个岗位前

来寻找匹配的千里马，达成初

步就业意向率41.2%。

“大集”现场，省人社厅发

布《2019年河北省非师范类高

校毕业生生源信息白皮书》，

“大集”过后，或许还有更多的

变化和现象值得盘点和回味。

本报记者 杨佳薇/文 赵永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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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就业

服务活动

将持续一个月

春节后求职者

热情日趋高涨，人

才市场呈现出供需

两旺的趋势，河北

省人社厅人力资源

市场服务中心主任

助 理 田 光 宾 提 醒

说，求职者应该抓

住机会，如今，现场

的“人才大集”已落

下帷幕，但依托河

北 人 才 网（www.

hbrc.com.cn）开 展

为期一个月的网络

毕业生就业服务活

动将持续进行，线

上线下同步开展招

聘交流活动，方便

未到现场参会的毕

业生求职，进一步

提高求职毕业生和

用 人 单 位 对 接 效

率。

10万人次“对接”5万余岗位
2019年我省最大规模高校毕业生就业专场服务活动落幕

此次人才大集按照行业进行分

区，现场分为新能源、环保、轻工业、

交通运输、医药卫生、机械制造、建筑

建材、信息产业等9个专区；首次启动

雄安新区用人单位征集工作，5家企

业参会。同时，京津企业也有专区，

京津企业到场有几十家，但是并没有

出现往年人挤人的场景，不少河北企

业都表示招聘效果还不错。

“整体来说，效果不错。”石家庄

爱尔眼科医院招聘人员刘女士表示，

随着河北省优势企业的强势发展及

各项待遇的提高，不少优秀的省内应

往届高校毕业生纷纷回归。“我们的

岗位既有适合应届毕业生的，也有适

合高技能医技人才的，报名的都不

少。”

学习自动化专业的小钱在上海

上的硕士，毕业后直接回石家庄找工

作是他和家人共同的选择。“我也想

过去北京闯荡，或留在上海发展。但

家在石家庄，将来把父母接过去的可

能性也不大，还不如早点回来发展。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我相信，河北

和石家庄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毕业生选择

来河北就业，多是因为我省靠近北京

的地理优势。北京科技大学的小张

就表示，北京这样的国内一线城市人

才已经接近饱和了，到二三线城市，

可能更有发展空间。

不过，京津企业也“不甘示弱”，

今年的招聘会设置的现场面试室，大

都是京津企业在现场面试。记者注

意到，一些企业在第一天下午就开启

了宣讲模式，宣讲完毕，有意向的学

生即可提交简历，进行初次面试。一

家企业的负责人说，现场面试室的设

置非常好，一是方便外地求职者，减

少他们面试往来次数；另外一个目

的，招聘方可以趁热打铁，通过宣讲

会和面试，加深他们对企业的印象。

新转变： 省内应往届高校毕业生纷纷回归

9 时到现场，足足逛了 3 个多小

时，小张仅投出两份简历。“这是第一

次参加招聘会，感觉找工作真是不容

易。”小张说，本科生毕业的时候觉得

找工作是个难题，于是选择考研，没

想到，研究生毕业了，找工作还是不

容易。

“本科我学的是自动化专业，但

是研究生却选择了文科专业。起初

听说有些研究生拿本科文凭找工作

觉得很不划算，没想到现在我不得不

尝试这样的方法了。”从展台前走出

来的研究生小闫无奈地说，参加了几

场招聘会后她才发现，本科的自动化

专业真帮了她大忙。

在大集现场，虽然用人单位的招

聘条件大都写着本科，应聘队伍里却

排着不少硕士毕业生。大部分研究生

表示，就业形势严峻，本科、专科、硕士

生同台竞争早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

新动向： 硕士生和本科生同台竞争成常态

“这次我只投了一份简历，距毕

业还有几个月，观察一下再决定吧。”

走出象牙塔，迈入社会的毕业生们对

第一份工作总是格外重视。记者发

现，和之前急于就业的80后不同，新

兴的90后求职态度更多的还是观望，

考虑的因素明显增多。

智联招聘大数据显示，2019年应

届生在择业时最看重的因素是薪酬和

福利待遇，分别有73.8%和66.3%的学

生选择了这两个选项。刚走出象牙塔

的学生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

么在社会上“生存”下去。在找到工作

后，迎面而来的就是房租、伙食费、通

讯通勤费用等，自然看重收入更多。

满足温饱后，才会看发展，58.2%的应

届生择业看重职位晋升，49.4%的应届

生择业看重“企业发展前景”。

不过，大学生们所从事的行业与

期望从事的行业匹配度不一，匹配度

最高的是 IT/互联网行业的大学生，

他们的实际从事行业和期望从事行

业之匹配度达到 94.3%。而“理想与

现实”吻合度最低的行业是服务业和

商业服务行业，匹配度只有 52.9%和

63.2%。

摆在眼前的机会，与心目中理想

的工作，两者总是有差距，该怎么权

衡决定呢？对此，智联招聘人力资源

顾问张晓锦表示，从感性角度来看，

若是放弃自己的理想，从事一份自己

不很中意的工作，工作起来可能会不

顺手。但有时换个思路，在缺乏经济

基础和各种求职优势的前提下，可先

找工作，积累了一定能力后再去名企

应聘也是个办法。

新思路： 转变观念，缩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此次人才大集上，省人社厅

发布《2019年河北省非师范类高

校毕业生生源信息白皮书》，统计

显示，2019 年，我省非师范类高

校毕业生共有345976人，达到近

五年来的最高，比 2018 年增加

15532 人。男女比例总体持平，

女生略高，共 176112 人，占毕业

生人数的50.90%。今年，非师范

类毕业生数量最多的十所高校依

次为：华北理工大学、河北大学、

河北农业大学、燕山大学、河北工

程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河北科技

大学、河北经贸大学、河北地质大

学、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9年，全省研究生培养单

位共有26所，研究生毕业生共有

14419 人 ，近 五 年 数 量 持 续 增

长。今年研究生毕业生最多的是

燕山大学、其次为河北工业大学、

河北大学、河北医科大学、河北农

业大学，生源数量都超过 1000

人。

2019年，全省本科毕业生院

校 59 所，本科毕业生 161762 人，

近五年呈持续增长趋势。今年，

本科毕业生数量最多的高校是河

北农业大学、紧随其后的是华北

理工大学、河北工程大学、河北大

学，毕业生总数均超过5000人。

2019年，全省专科毕业生院

校 99 所，专科毕业生 169795 人，

近五年呈持续增长趋势。专科毕

业生最多的高校依次是河北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石家庄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邢台职业技术学院、石

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河北政

法职业学院、石家庄职业技术学

院、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毕业

生均超过4000人。

从毕业生生源分布来看，

259502人为省内生源，占毕业生

总数的75%；省外生源86474人，

山西生源最多，共 10918 人。而

省内生源中，毕业研究生 10106

人，本科毕业生 109225 人，专科

毕业生 140171 人。石家庄地区

生源最多，共47076人，占省内生

源总数的18.14%。其次为保定、

邯郸。

从毕业生的专业具体分布

看，研究生毕业生中共有6100人

为工学类，占总数的 42.31%；其

次为医学类、管理类，而农学、理

学、经济学、法学、文学、艺术学、

教育学等学科人数都不超过本科

毕业生总数的 10%，哲学人数最

少，仅70人，占0.49%。本科毕业

生中，人数最多的依然是工学类，

63647 人，占本科毕业生总数的

39.35%；其次为管理学类共有

33187人，占20.52%；文学、医学、

艺术学、理学、经济学、法学、农

学、教育学等学科人数都不超过

本科毕业生总数的 10%，哲学和

历史学人数最少，共126人，合占

毕业生总数的0.08%。专科毕业

生中，财经商贸大类学科共有

37706 人，占专科毕业生总数的

22.21%；其次为医药卫生大类共

有32063人，占18.88%；而水利人

数最少，共300人，只占0.18%。

新数据：
我省今年非师范类高校毕业生34.5万人

此次人才大

集首次启动雄安

新区用人单位征

集工作，5 家企

业参会。

2019 年，我

省非师范类高校

毕 业 生 共 有

345976 人 ，达 到

近 五 年 来 的 最

高，比 2018 年增

加15532人。

现场，虽然用

人单位的招聘条

件大都写着本科，

应聘队伍里却排

着不少硕士毕业

生。大部分研究

生表示，就业形势

严峻，本科、专科、

硕士生同台竞争

早已经不是什么

稀罕事。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