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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招聘：如何更完美

作者：蔡阳阳 来源：人力资源杂志 阅读次数： 169 发表日期： 2007-9-20 14:59:34

    虽然近几年高校毕业生逐年增加，就业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仍然持续，企业尚处于优势主导地

位，但是双向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种优势，因此成功实施校园招聘也是需要费一番功夫的。

笔者针对双向选择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归纳了几条规避招聘风险、提高招聘有效性的措施，以期HR

工作者把校园招聘做得更完美。 

   根据单位情况，做好招聘定位 

   校园招聘中，企业首先要做好准确定位，包括自身定位和对应聘者的定位，这是决定校园招聘能

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对于知名外企或者效益好的大型企业来说，定位往往比较准确；而对于那些

“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企业而言，则需要认真考虑，找准自己的定位。企业自身的准确定位，是对

目标应聘者进行准确定位的基础。招聘到优秀学生是每个企业所期望的，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如

愿，因为优秀的应届毕业生毕竟是少数。那些大的知名企业，凭借自身实力，大多有能力吸引重点

高校的优秀毕业生，并从中反复筛选以确定最佳人选；而对其余企业来说，只能从“次优”的学生

中进行选择。不过对招聘而言，“适合”比“优秀”更重要。如果只把目光停留在优秀毕业生身

上，可能最终连“次优”的学生也招不到。 

   有一家企业，上一年由于“动手较晚”，没有招到好学生，所以这一年提前开始，以为这样就能

招到好学生。这次招聘只有1个名额，招聘条件也很高，要求男生、中**员、班干部、成绩优秀等。

于是该企业迅速网罗了一批优秀毕业生的简历，初步筛选后开始通知面试。通知了5个，结果只来了

3个。因为单位提供的条件一般，尽管参加面试的3个人先后都接到了录用通知，但却没有一个人来

签约。面对这种结局，招聘主管的失落可想而知。分析原因，主要是企业的自身定位不准确，对目

标应聘者选择有误。  

    根据需求计划，细化招聘要求   

    在招聘会上，有些企业只标明了需求专业，没有列出明确的岗位要求，导致投递简历的学生蜂

拥而至，给后来的简历筛选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降低了招聘效率，客观上也增加了学生的应聘

成本。 

    笔者的一位朋友在一个学校举办招聘会的经历就很说明问题。尽管单位只招5个人，但在招聘会

上收到的简历却有好几百份。由于是出差在外地，时间太紧，来不及仔细筛选，他只好把沉甸甸的

简历全带回了单位，再从头至尾逐个过滤，由此受到的身心劳累让他苦不堪言。所以，企业在招聘

之前一定要根据实际需求，制定详细的招聘计划，尤其需要根据岗位说明书，细化对岗位的具体要

求。根据岗位要求接收和筛选简历，可以大大提高招聘工作的效率。当然，在接收简历的环节中还

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招聘者要学会拒绝不符合条件的应聘者。招聘者体谅学生应聘时的心

情自然值得理解，但是，对于不符合条件的简历如果先勉强收下，然后回去再处理掉，对应聘者本

人的损失或许更大。因为他在投递简历时是满怀希望的，简历被接收后这种希望在他内心就变成一

种被录用之可能，而事实上他的简历早就被扔进垃圾堆了，这对学生而言是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

损失。所以，招聘者在接收简历时要学会委婉拒绝不符合条件者，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突出招聘特色，淡化宣传色彩 



    有些企业参加校园招聘，“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意图是为了宣传企业而非招聘。当然，招

聘确是宣传企业尤其是企业文化的一个契机，但如果本末倒置，把招聘演变为作秀和宣传，结果可

能适得其反。本来很优秀的企业，也可能因此让学生和学校产生一种抵触或反感。 

    去年，一家知名企业在四川某大学举办校园招聘会，最终效果不尽如人意，原因盖出于此。满

怀希望的学生挤满了阶梯教室，公司的小礼品也摆满了讲桌。在对企业文化进行一番宣讲之后，主

讲人不是发布招聘信息而是向台下学生发问：谁能说出我们公司的12种产品？下面的学生一片哗

然：这是招聘会吗？怎么变成产品推介会了？有的企业更过分，不仅不介绍招聘计划，就连企业需

要什么样的人才也只字不提，一进场就把企业的产品介绍单塞给同学们，然后从头到尾地介绍他们

的产品有多好，性价比有多高。当有学生跑上前去询问对方招聘事宜时，竟然被告知：“现在谈这

个还太早，我们还没计划好。”类似的情况在许多校园招聘中都曾发生过。企业的这种“瞒天过

海”、完全不顾学生感受的行为，自然会引起学生的强烈反感，对企业形象造成损害也在情理之

中。 

    大家知道，平时企业进校园会受到严格的限制，但以招聘名义进学校宣讲就相对容易，甚至有

时候连宣讲场地都免费。正如有的人事主管所说：“这种省钱又有效的‘软广告’，没有哪个企业

会拒绝。”但是参加校园招聘，企业的首要目的是招聘到合适人选。宣传只能是招聘的辅助手段和

“副产品”。因为过多的宣传会冲淡招聘的主题，在学生中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可能给企业带来不

可估量的损失。再说，企业完全可以通过科学、规范的招聘流程给应聘者留下美好的印象，以此来

实现宣传企业的目的。总之，通过突出单位的招聘特色，在学生中形成良好口碑，往往比直接的大

规模宣讲更为有效。 

    把握签约时机，规避毁约风险 

    同样参加校园招聘，同等条件的企业，有的能招聘到优秀、适合的学生，有的不是招到的学生

不理想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是为什么呢？机遇自然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对签约时机

的把握。这几年，虽然大学毕业生供大于求的状况一直在持续，但对于优秀大学生的影响并不大。

与前几年相比，他们的选择机会反而更多了，容易出现“这山望着那山高”、“脚踩几只船”的情

形。具体表现为：面试的时候，他们表现出强烈的求职愿望，到单位工作的热情非常高，对任何问

题和挑战都乐于接受，但接到录用通知后却迟迟不愿签约。少数学生签约以后，若有了更好的选择

时，往往会选择违约，严重影响了招聘的到职率。令人不解的是，有的媒体还把这种行为，当作一

种能力或能力的象征加以报道、宣传。做为招聘人员暂时是无法左右这种局面的，只能从自身找原

因了。之所以发生这种事情，往往与招聘人员对签约时机把握不准有直接关系。根据以往经验，接

到签约通知后立刻就同意的学生，一般是那些对进入本单位工作有强烈意愿的学生，可以在体检合

格后立即签约，单位不应拖延；接到签约通知后表示要考虑一下的，其进入本单位工作的意愿可能

并不强烈，单位可以给予其一周左右的考虑时间，最长不应超过两周。因为在此期间他可能在等待

另外一个更好的机会，而使长时间等待中的企业陷入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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