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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毕业季将近，就业市场再度
向应届毕业生敞开了大门。在历经两年多
的疫情后，今年的毕业生们找工作会更难
吗？答案是正相反。

据《今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
体报道，较往年相比，今年的美国应届毕业
生将更有选择权。

在岗位数量上，美国企业主今年对应
届毕业生的招聘需求大增，比 2021年增加
了 26.6%。在工资方面，大型企业纷纷开
出了更高的起薪，特别是科技公司。

调查数据显示，今年超过 80%的应届
毕业生相信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应届生选择权增加
美国全国大学和雇主协会（NACE）报

告称，今年毕业季，企业对应届毕业生的招
聘需求将比2021年多出26.6%。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明显是一个好消
息。

在 2020年，情况还没有这样乐观。当
时，受疫情影响，超过一半的毕业生表示，
自己可以接受低于薪水期待的工作，NACE
在当时还发现，只有 50%的 2020届毕业生
能够在毕业前6个月找到工作。

为了找出谁在白热化的就业市场中真
正占据上风，美国著名求职网站Monster近
日对1500名毕业生和1000名资深HR进行
了调查。

结果显示，81%的应届毕业生相信他
们会得到一份与其职业目标相匹配的工作
机会，工资也会更高。

72%的企业称，过去12个月，他们提高
了应聘者的起薪。57%的招聘经理则表
示，候选人拥有选择的权力。

Monster 人力专家 Vicki Salemi 表示，
Monster每年在毕业时发布就业调查报告，
过去两年，报告呈现出一幅相当惨淡的画
面，而今年的报告无疑是积极的。

另外，毕马威计划招聘 4500名毕业生
担任全职岗位，这是其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的一场新人招聘计划，比去年增加约20%。

毕马威校招板块的负责人表示，大学
生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选择，因为
他们知道雇主很绝望。

另一个变动是，当应届毕业生寻求建
议时，他们逐渐不再倾向于向HR和校园职
业中心求助，而是转向社交媒体。46%的
毕业生表示，他们曾在YouTube或 TikTok
上寻找机会，并询问与求职相关的问题。

企业愿出更高薪酬
数据还显示，今年企业主给出的薪酬

要比以往毕业季慷慨许多。
起薪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尤其重要，

这代毕业生是在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
机之后长大的，很多人少时曾与父母一起
经历家庭经济的剧痛，也是因此，他们更厌
恶风险，并渴望经济上的安全感。校园职
业顾问表示，疫情和通货膨胀加剧了他们
对薪酬的关注。

帮助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招聘新员工
的人力公司AMS职业客户总监特里娜·马
修斯-戴维斯表示，与一年前相比，新员工
的平均工资涨幅从 8.5万美元增加到 11万
美元。

据彭博社报道，顶级投资公司的实习
生在今年实习季的收入增加了 37.2%，而
其 他 大 型 银 行 的 实 习 生 收 入 增 加 了
36.9%。

金融论坛“华尔街绿洲”的创始人帕特
里克·柯蒂斯说，这只是对未来的一瞥，而
且竞争非常激烈。

“超高薪水是为那些在量化领域表现
出色的人准备的。”柯蒂斯表示，“华尔街需

要真正有技术、才华横溢的人才，他们愿意
花这笔钱，这是为那些来自像MIT那样的
名校中特定的、被选中的少数人准备的。”

科技公司的起薪也出现了显着增长。
在求职网站Glassdoor上实习薪酬最高的前
10名企业中，有9家来自于科技领域。

游戏公司Roblox提供今年薪酬最高的
实习机会，实习生的月薪中位数接近 1万
美元。

“这对华尔街来说很艰难”，柯蒂斯说，
“他们本质上是以金融为导向的人，他们考
虑利润远远超过技术或增长，所以我认为，
华尔街很难与科技公司竞争，提高起薪应
该是应对方式之一。”

应届生普遍高估起薪
尽管今年就业氛围明显偏向于求职

者，但不动产在线网站Real Estate Witch近
日发起的一项调查发现，2022年美国应届
毕业生普遍都有的一个共性——高估自己
的起薪。

这种自信与劳动力市场的氛围有关。
当下，美国职位空缺率徘徊在历史高位附
近。自 2020年 12月以来，全美工资普涨
4.5%，创 1983年以来最大增幅，这些数据
激发了毕业生对薪资不切实际的期望。

调查显示，88%的应届本科生高估了
自己所学专业就职后的起薪。

其中，新闻专业的美国毕业生期望最
“不切实际”，他们预期工作第一年的收入
最多在 10万美元左右，而实际平均水平徘
徊在4.5万美元左右。

相比之下，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的期待
更为客观。

RealEstateWitch 表示，在接受调查的
学生中，44%的人表示，求职进展比预期容
易，还没找到工作的人对就业前景持乐观
态度，并希望在 3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内找
到工作。

毕业生加入求职市场
内卷，很快又杀了回来
跟风随大流，确实属于人类的本能，但

也不见得每次都会奏效——假如你身边的
熟人在一夜之间纷纷被炒了鱿鱼，你还会
主动辞职吗？当然不会。

但对于现如今的美国上班族来说，
“会”才是理所当然的选择。这种反常，正
是“大辞职”引起西方学术界和媒体广泛关
注的主因。

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PI）的统
计，在新冠疫情到来的第一年，2020年3月
和 4月之间，美国国内的裁员规模一路攀
升——就在这两个月的时间中，超过 2200
万名美国上班族收到了裁员通知，线下经
济（包括但不限于服务、零售和医疗行业）
遭受的冲击尤为明显。面对这种突如其来
的经济下行异态，“稳住手头工作，求稳不
跳槽”成为了美国职场人的主流心态，辞职
率一度暴跌到了 1.6%，几乎是近 7年以来
的最低值。

但是，这种“离职率与经济形势保持正
相关”的常规趋势，没过多久就产生了异
变：2021年6月，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
者人数达到了 950万，其中包括当月主动
请辞的 403万人，但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
空缺岗位数量大约有 980 万个；随后在
2022年 3月，失业人数下降到了 590万，离
职人数则一路上涨到了 450万，参与“大辞
职”的躺平雇员，成为了美国无业群体的绝
对主力——

更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国内的实际空
缺岗位数量，此时飙升到了 21世纪以来的
历史新高，足足有 1154万个职位压根无人
问津。

换句话来说，自从“大辞职”流行以来，
其实有很多人在主动辞职或被动裁员之后
完全放弃了寻找新工作。这些彻底躺平的
上班族，其实并没有列入美国失业者的统
计当中。

雇员离职后
谁都不想回头再看一眼
首先是在 2020年备受新冠疫情冲击

引发大规模裁员的餐饮行业。根据美国劳
工统计局的报告，截至 2021年 10月，美国
国内餐饮服务人员的离职率已经攀升到了
6.8%，包括达美乐披萨在内的连锁快餐企
业，都在困扰外卖员人手不足，不仅导致第
三季度的销售额明显下滑，新店铺的扩张
更是颇受影响。

紧随其后的当然是零售业，高达 4.7%
的离职率足以让BBC对北美市场敲响警钟
[4]；除此之外，医疗行业的离职率也引起了
商业媒体的广泛关注——根据《大西洋月
刊》的报道，自从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
来，截至 2021年 11月，已经有将近五分之
一的美国医护从业者，彻底辞退了治病救
人的工作职务。

除了民生和服务业，科技企业同样遭
到了“大辞职”的暴击：根据微软在 2021年
第一季度发布的工作趋势指数报告，在全
球范围内有超过 40%的雇员在考虑离职；
而在 2021年 8月普华永道对 752名企业高
管展开的调查当中，40%的CMO意识到了
员工短缺已经直接对客户体验产生了负面
影响，更有 88%的管理者明确表示企业员
工离职率远远超过了正常预期[7]。

最后，在2021年10月发表的德勤研究
报告中，73%的《财富》1000强企业CEO预
计雇员短缺将在未来 12个月成为影响业
务发展的主因，57%的CEO认为吸纳新人
才加入是目前最大的挑战之一，更有 35%
的CEO表示，已经在尝试提高企业福利来
确保员工留存率[8]。

综上所述，“大辞职”并不是仅限于特
定行业的行为，而是波及整个美国劳动力
市场的普遍现象。

这确实很不正常。照常理来说，正常
的劳动力市场终归离不开买方或者卖方主
导，理想状态下则是维持平衡状态——也
就是说要么岗位多缺人手，要么人力过剩
缺工作，要么是职位和雇员数量基本持平。

但在“大辞职”的影响下，美国的劳动
力市场呈现出的却是“天平两头填不满”的
新势态：大批企业有大把岗位无差别招不
到人，大量适龄劳动人群没有工作——而
这种放任自流的躺平，也并非像产业、政策
动荡地区偶尔出现的结构性失业，而更像
是辞职的雇员自主选择的结果。

所以，这些“大辞职”的亲历者，到底凭
什么心安理得地躺平？

和以往在经济下行期爆发的失业乃至
罢工事件相比，“大辞职”不仅波及的行业
更广泛，覆盖的人群更是远超常规——从
刚刚步入职场的 Z世代上班族，到兢兢业
业从事传统行业的社会中坚，再到常规认
知中的“成功人士”，都在 2021年加入了

“大辞职”的行列。具体到个中缘由，显然
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是 Z世代的年轻人。根据Adobe
的调查显示，这些诞生于世纪之交的后千
禧一代成为雇员时，几乎正好赶上了 2019
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出于健康考虑，以及这
一代人亲近互联网的习惯，远程办公成为
了Z世代挑选职位的重要前提因素。

不提供居家办公模式？必须线下工作
的传统行业？谢谢，恕不伺候。

除此之外，尽管和自己的父辈乃至祖
父辈相比，Z世代的资本积累明显要薄弱许

多，但在 2020年之后，美国股市悄然间发
生的新改变，让身为互联网原住民的 Z世
代年轻人有了积累财富的全新路径，“工作
稳定”不再是立足社会的必要前提，尽管距
离财富自由还有差距，至少维持一下躺平
生活，问题不大。

其次是就职于传统行业的中坚劳动
力。尽管和年轻一代相比，这个阶层的雇
员往往拥有更稳定的职位，但实际收入往
往依赖于更传统的经济模式（例如餐饮服
务人员的小费），或者不具备远程办公条件
（例如设备维护和线下店铺销售等工作），
或者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导致工作强度大
大提升（例如医护行业）。

面对水涨船高的工作疲劳以及增长率
不成正比的工资薪水，再加上接触新冠对
自身健康产生的直接威胁，即便不具备财
富自由的客观条件，通过“大辞职”换取自
由身，也是预料之中的结果。

根据NPR的报道，来自加州的连锁早
餐店总经理 Jeremy Golembiewski，在被拒
绝佩戴口罩的新冠病毒携带者传染，且自
己的亲属也未能幸免于难之后，这位已有
26年从业经验的餐饮人决定辞职，把理应
由自己支配的时间，用在陪伴自己的家人
上。

随后，放弃了每周工作 50~60小时的
繁重劳役，重返家庭的Golembiewski找回
了和家人一起度过感恩节和圣诞节的滋
味。尽管养家糊口的重任暂时没法让他彻
底躺平，但在未来的职业规划上，这位传统
行业经理人有了全新的目标：“每周工作不
超过40小时。”

说到底，对于 Golembiewski这类而立
之年的社会中坚来说，参与“大辞职”的核
心目的，仅仅是为了争取自己应得的报酬
福利而已。不仅仅是餐饮零售，之所以会
有大批医疗从业者加入“大辞职”的行列，
核心理由也是如此：

从 2020年开始，暴增的病患、匮乏的
物资就让美国一线医护人员陷入了无限过
劳的加班困境，与付出的劳动完全不成正
比的收入是一方面，持续恶化的传染局面，
更让死于并发症的新冠患者与日俱增——
既然所做的一切换来的都是徒劳，又有什
么理由继续坚持下去？

超负荷的工作压力只换来了不成比例
的实际收入，再加上直面疫情对个人健康
产生的直接威胁，越来越多的高龄上班族
开始对自己的职场生涯产生焦虑和质疑
——死亡近在咫尺，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
阳都不一定，既然如此，何尝不来主导一下
自己的人生，提前退休品鉴一下及时行乐
的滋味？

最后让我们看看积极参与“大辞职”的
成功人士。尽管新冠疫情几乎对所有传统
乃至高科技行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确
实也有部分嗅觉灵敏的新贵在这几年实现
了财富自由，藉此“追求一下梦想”自然不
在话下。在 businessinsider的职场报道中，
就有这么一位典型：

Dane Drewis，加州新兴合法化产业公
司 14th Round Inc. 的财务副总裁，在对自
己的工作内容以及薪水收入进行过综合评
估之后，2021年，这位尚未步入不惑之年的
经理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放弃大麻生意，回头去做职业音乐人。
凭借醉生梦死的成瘾品生意换来的财

富自由，外加成熟的理财方案做后盾，
Drewis自然不会对自己的躺平新生活产生
多少顾虑，“手头没钱会带来压力，更会直
接影响创造力。实话实说，我彻底厌倦了
整天折腾电子表格，所以我才希望音乐能
给生活找回一点快乐。”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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