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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月 热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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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月 热 点

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40万包过！“水院士”为何层出不穷？

院士在我国地位斐然，学校以有院士坐镇为荣。钟南山，袁隆平，屠呦呦等都是我们敬

仰的院士，他们的存在，对我们的社会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

学生追求高学历，学校也追求优质的教师资源。学生不断地考研，留学，为了提升自己

含金量，学校也是这样。

所谓的“水院士”，主要是以材料包装、通过第三方中介等非正规渠道，获取国外类似

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学术机构的外籍院士称号。

他们都是通过中介的方式，交钱就可以。这些院士，没有真本事，但是却深受不少学校

的欢迎。学校之所以这样做，初心的好的，学校想要发展。学校的院士数量，决定了学

校未来可以得到的资源倾斜，生源的优势。

对于学校来说，发展的必备两个选项，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自己没有本事培养出

来院士，真正的院士也没有吸引过来的能力，就只能“弄虚作假”。

《南方周末》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称，“野鸡大学”“水刊”“山寨科学院”其实是一

脉相承的。有对假文凭、假论文、假院士头衔的需求，就有人创造出野鸡、山寨机构来

满足这些需求。他们花几十上百万谋得头衔，肯定不会只是放在家里自己看，而是要拿

出来用，而一旦拿出来用，就成了骗，骗钱，骗地位。因此，有必要戳破“欧洲自然科

学院”的假面具，免得世人上当受骗。

2 0 2 4 年 5 月 刊



2 0 2 4 年 5 月 刊

最后，“水院士”任其发展，会影响我国科研实力和声誉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在此，有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地方高校要主动避免通过中介的渠道去谋求外籍院士，铲除“水院士”滋生的土

壤。

学校官方和专家本人，都不能想着通过签署协议合作的形式包装成外籍院士。

第二，要弱化国内两院院士在资源获取方面的影响力，让院士更多地发挥科研带头作用，

让院士的头衔回归荣誉称号的性质。在资源配置方面，不能以是否有院士作为分配依据。

 

第三，要差异化实行高校发展，地方院校首先应该是定位于应用型人才培养，而不是追

求大而全，动辄搞研究型大学，把人才培养好才是地方高校的首要任务。

第四：国家应尽快出台关于海外院士的认证机制与管理办法，推出一个国家承认的各国

权威院士的认证名单，尽早遏止这种花钱购买院士的风潮。



汇 华 分 享

争议红灯案例，辗转求证的就职时间之谜

( 真 实 个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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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候选人的教育背景、诉讼负面、以往的工作经历是精细化背调的核心模块，本次分享一

则我司接到某大型制造业公司招聘车间主任的背调案例。

• 调查过程还原-学历信息漏差异

    候选人提供的学历信息虽为某科技大学本科，而我司资质认证调查员却无法通过学信网核实

到结果，之后辗转联系到校方，而校方回应系统内仅有候选人自学考试的专科毕业记录，并非本

科。

    通过比对候选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候选人的专业资格证书也无匹配信息，且2010年该学校颁

发的证书均有身份证信息，而候选人提供的证书没有。结合调查过程、校方核实结果，我司判定

人选教育信息系伪造而出具红灯预警。

• 调查过程还原-诉讼记录曾疑问

    此外，候选人存在有1条相关诉讼记录，通过裁判文书网了解该案由为经济纠纷，候选人为

被告，目前未结案。

• 调查过程还原-工作经历见猫腻

    候选人向我司提供的背调信息显示前雇主就职时间为2015-09~2023-10。而我司调查顾问自

主寻找到其前雇主人力资源招聘经理，对方通过系统查询显示候选人存在二次入职，第一次的就

职时间是2015-10~2017-09，第二次的雇佣时间是2020-04~2023-09。此核实结果一方面获知与

候选人提供的时间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也更让人疑问，候选人在2017-10~2020-03这长达2.5

年的时间去了哪里呢?

    我司调查顾问再次与候选人确认情况，候选人承认自己属于二次入职，但表示自己2017-

10~2020-03期间在家休息，未在任何公司任职。这一说辞引起调查顾问的警觉，按照常理，在我

司职场环境中，大部分人都属于普通打工人，无法待业长达2.5年，但这仅仅是顾问的主观判断，

想要更近一步的真相，需要有理有据的证据。

• 追加证明资料，“数据记录”找漏洞

    调查顾问请候选人提供社保记录以供核实。经过2天的协调，人选终于提供了社保记录，社

保显示2017-10~2020-03无缴纳记录，与人选说法基本一致。但是对佐证进行校验是背调流程中



必不可少的手段，我司调查顾问通过北京社保网站验证到人选的社保经过人工处理，真

实的社保显示2017-10~2020-03由北京某汽车企业缴纳。调查顾问再次顺藤摸瓜，通过

社保显示的缴纳单位名称自主寻找到HR，HR反馈候选人曾经向供应商、同事借钱，后因

为经济纠纷前同事向其提起诉讼，公司也最终因候选人经济问题被公司开除，而非自愿

离职。

    通过这一核实结果，不仅核实到了候选人任职时间的差异，也核实到了候选人诉讼

记录的起源，可谓是“一箭双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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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员工进行背景调查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每一个

汇华语录

    背调时，往往会存在很多难以识别的风险，其中实

际就职时间就是较为常见的一个。对某一份工作的在职

日期做“优化”，这是很多求职者经常会做的基础操作，

或者是将那些工作时间较短的工作经历，进行合并或者

延长时间，让简历看起来更“美观”。作为应聘者来说，

如果是因为“入错行”或遇上裁员、公司倒闭这类不可

抗拒的因素导致的“闪离”，一般企业雇主不会太深究。

但如存在特殊情况，建议面试时提前澄清，不能一味地

选择隐瞒。毕竟，如果雇主真的想要了解详情，不仅可

以从证明人处获得“故意隐瞒”的蛛丝马迹，社保公积

金、工资流水也都有实实在在的数据记录。

    而作为背调从业者来说，背调过程中的小细节也同

样需要注意，尽可能从多角度多方位去验证候选人提供

信息的真实性，给予雇主更为全面的背调结案，是背调

人员应尽的职责。



行 业 资 讯

《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

今年3月下旬至4月中旬，面向2024届毕业生的问卷调研显示，55.5%的毕业生选择单位就业，

占比最高，但较去年下降2个百分点。选择慢就业、自由职业的比重分别为19.1%、13.7%，较

去年小幅上涨。随着新就业形态的快速发展，年轻人就业选择更加多元化，通过慢就业、自由

职业方式实现自我价值的大学生增多。选择国内继续学习的比例为6.5%，较去年升高2个百分点。

近年来国内高校研究生招生持续扩招，通过保研、考研方式继续深造的学生群体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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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去向：深造热情不减

研究生扩招趋势下，应届生深造比例升高



双一流毕业生深造意愿最强，专升本趋势减弱

分院校看，2024届双一流院校毕业生中，选择在国内继续学习的占比16.9%，高于其

他院校毕业生，也比去年升高9个百分点。普通一本院校毕业生继续深造的比例从去

年的4.4%升至今年的7.7%。普通二本院校毕业生深造比例为3.4%，与去年的3.6%相

差不大。而专科院校学生深造比例则从去年的5.6%下降至今年的4.3% 。

双一流院校学生在保研方面更具优势，且高校保研名额仍在增多，因此毕业生选择继

续深造的意愿和机会都更强。而在专升本缩招、掌握专业技能的专科生受到市场欢迎

的情况下，专科院校毕业生则倾向于减少时间和经济投入，更早进入社会积累工作经

验。

针对找工作的毕业生，调研其就业偏好。从期望就业的企业类型看，2024届求职毕业

生中，47.7%希望进入国企工作，占比排名各类型企业之首；其次是国家机关，占比

14.7%；期望进入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事业单位的比例分别为13%、12.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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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偏好：继续求稳

想在国企工作的应届生比例连续5年上升，今年达48%



从变化趋势看，期望进入国企的毕业生比例连续5年上升，从2020年的36%持续上升至

2024年的47.7%；而期望进入民企的毕业生连续5年下降，从2020年的25.1%持续下降

至2024年的12.5%。面对充满不确定的宏观环境，毕业生找工作的“求稳”心态在持

续加重，更希望以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提高生活质量和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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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毕业生看重工作稳定性，较去年提高10个百分点

从求职考虑的因素也能看出，应届生毕业生对工作稳定性的重视度在提高。调研显示，

2 0 2 4 届 求 职 毕 业 生 中 ， 5 1 % 认 为 “ 稳 定 最 重 要 ” ， 比 例 仅 次 于 “ 薪 酬 福 利 ”

（71.2%），位列第二。与去年相比，认为“稳定最重要”的比例提升10个百分点。

选择“落户、补贴等人才政策”的占比21.4%，高于去年的18.8%。随着各地人才政策

的不断加码，毕业生更能深切体验到人才政策带来的落户、补贴等切实福利，因而更

加看重。



IT互联网依然是大学生最向往行业，制造业受欢迎度升高

智联招聘调研数据显示，2024届求职毕业生期望行业中，IT/通信/电子/互联网、政

府/非盈利机构、文化/传媒/娱乐/体育行业位列前三，占比分别为26.4%、9.4%、

8.9%。IT互联网行业为应届生贡献很多就业岗位，也是应届生最向往的行业。

期望在汽车/生产/加工/制造行业就业的毕业生占比8.2%，高于2023年的8.1%和2022

年的6.1%。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及国家对高端制造业的重视，越来越多大学生期望

进入制造业发展，对高端制造等新质生产力领域更是关注。42%毕业生表示求职时对高

端制造业更有意向，还有51%表示感兴趣，但缺乏专业基础无法胜任该领域的工作。这

也提示高校，可以通过开设相关辅修课等方式对在校生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传授，满

足就业岗位对毕业生的专业技能需求，拓宽毕业生的就业范围。

从岗位看，24.2%的2024届求职毕业生希望到技术岗位就业，占比蝉联各岗位之首，
并高于去年的23.9%。其次是行政/后勤/文秘、财务/审计/税务，占比分别为16%、
10.9%，持续排名第二，第三位，且高于去年的14.6%、10.8%。由于技术岗薪酬水平
较高，对具备专业能力的毕业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而行政、财务岗位对专业的限制
较少，就业门槛较低，因此也得到较多毕业生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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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成毕业生并不执着于找到“好工作”，找到工作就行

对于“找工作”与“找到好工作”，45.8%的应届毕业生表示，“还是得追求好工作，

但如果没有普通工作也行”，占比排名第一。其次是先找工作，再去追求好工作，占

比23.6%。19.5%表示，“能找到工作就不错了”，对是不是“好工作”没有明确的要

求。合计近9成毕业生并不执着于“好工作”。仅10.2%受访毕业生坚定地追求好工作，

希望“好工作”能一步到位，因为“职场第一步很关键”。这表明，大多数毕业生的

态度比较务实，虽然“好工作”是理想，但在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也会退而求其次，

以解决眼前的就业问题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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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显示，2024届毕业生开始找工作的时间更早，60.3%的求职毕业生在2023年开始

找工作，比20 2 3届毕业生在20 2 2年找工作的比例（49 . 9 %）高10个百分点。还有

36.9%从2024年开始找工作。截至调研，仅2.8%的毕业生还未开始找工作。这表明，

这届毕业生找工作更加积极，希望为求职打好更多提前量。

投递简历增多，4成毕业生已投递超50份简历

从简历投递情况看，39.2%的求职毕业生自开始求职已经投递了50份以上简历，占比

最高，且高于去年的34.9%。毕业生积极投简历，希望为自己赢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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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行为：更加积极

求职时间提前，6成毕业生大四上学期甚至更早开始找工作



实习经历增加，8成毕业生有过实习，提高6个百分点

从实习经历看，32.7%的应届毕业生有过两次及以上实习经历，45.7%有过一次实习经

历，共计达78. 4 %，高于去年的72. 5 %。当被问及实习经历是否有助于找工作时，

38.7%认为实习经历对找工作“比较有用”，23.1%认为“非常有用”，两者合计为

61.8%。可见，这届毕业生对实习更加看重，更希望通过在校期间的实习经历帮助自己

更快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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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春招季临近尾声，调研数据显示，截至4月中旬，在有求职计划的应届毕业生中，

47.8%已获得offer，比去年的50.4%略有下降，但比2022年的46.7%有提升。总体来

看，近几年的offer获得率维持在50%左右的稳定水平。

04

求职进展：总体平稳

截至4月中旬，48%求职毕业生获得offer，总体平稳



双一流院校毕业生offer获得率最高，为57%

从院校看，双一流院校的求职毕业生获得offer的比例最高，达到57%，普通一本、普

通二本、专科院校毕业生的offer获得率分别为44.7%、42.3%、56.3%。名校学生在

就业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与去年相比，专科院校毕业生的offer获得率提高2个百分

点，可见掌握一技之长的专科生就业势头相对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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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大专毕业生已获得offer，较去年升高2个百分点

从学历看，大专学历应届毕业生获得offer的比率最高，占比56.6%，且高于去年的

54.4%。本科、硕博学历应届毕业生的offer获得率分别为45.4%、44.4%，均低于去

年的47.5%、56.7%。大专学历毕业生拥有技能优势，并对自身的学历差距有比较清晰

的认知，因而会合理调整就业预期，offer进展更顺利。

硕博学历毕业生offer获得率的下降，主要是由普本院校毕业生带来。调研数据显示，

今年普本院校的硕博毕业生offer获得率为33.2%，较去年下降17个百分点，同时也低

于普本院校本科毕业生的offer获得率43.9%。可见对于考研学生来说，院校的选择尤

为重要，“逆向考研”可能反而降低求职成功率。



大学生“回炉”职校学技能广受认可，超半数认为将增加就业机会

近年出现许多大学毕业生“回炉”职校学技能趋势，希望获得本科学历和实用技能的

双重优势，拓宽求职之路。对于“回炉”学习技能是否有助于就业这一问题，52.2%

的毕业生给出了肯定答案，认为市场对专业技能需求大，“回炉”后就业机会更多，

占比最高。其次，43.2%认为多个技能多条路，33.2%认为可以以此积累社会经验。可

见，多数毕业生对此表示赞同。但是，也有一部分毕业生考虑到时间成本、社会偏见、

学习精通程度等原因，认为“回炉”学习技能并不能帮助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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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类毕业生就业进展最快，文科类毕业生就业有所好转

从专业看，理工类、经管类、人文社科类专业毕业生的offer获得率，从高到低依次

为49.4%、47.1%、43.9%。从变化情况看，理工类毕业生的offer获得率比去年下降

了5.5个百分点，考虑受房地产、互联网等行业发展放缓影响。而在旅游等服务消费、

视频博主等新业态的发展带动下，文科生就业有所好转，人文社科类毕业生offer获

得率比去年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结构的转变也在影响不同专业学生的就业情况。



实习经历是成功获得offer的重要因素

调研数据显示，毕业生在回看成功拿到offer的原因时，38.9%归因于“有相关实习经

历”，28.5%认为“社会实践经验丰富”。毕业生比较认可实习实践经历对求职的帮

助。同时，27.7%认为原因在于“名校毕业”，25.3%认为是“专业就业前景好”。可

见，毕业生对于“名校光环”和专业前景对就业的助力作用依然比较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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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将未拿到offer主要归因于“太迷茫”

对于没有拿到offer的原因，36.2%的毕业生向内归因，认为自己“太迷茫”，占比最

高。27.4%认为原因是“掌握技能少”，22.9%表示“缺乏实习经历”。目标感和专业

技能、实践经验被认为是影响就业成功率的主要主观原因。同时，也有一部分毕业生

认为未能成功就业的原因在于获取工作的渠道、院校名气等外部因素。

从正反向归因来看，实习经历和社会实践经验是拿offer的加分项，而缺少方向感、

学校没名气是拿不到offer的主要原因。可见，毕业生对是否拿到offer的看法较为集

中，也可以通过增加实习经历、明确就业方向等，提高找工作的成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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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研可以发现，毕业生对外部环境和自身都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并能基于这些

因素做出适合自己的决策。一方面，他们毕业后的选择更加多元，继续深造、自由职

业、慢就业比例上升；另一方面，他们更加积极地找工作，但并不执着于“好工作”，

以更务实的态度，追求稳定的工作和安定的生活，在不确定环境中寻求确定感。2024

年毕业季在即，仍未有明确去向的应届毕业生，可主动寻求就业指导，通过数智化工

具、可视化工具等方式，积极寻求就业机会，突出自身优势，实现向理想职场的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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