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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关“第一学历”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尽管教育部
曾公开回复，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第一
学历”这个概念，但在实际招聘中，把“第一学历”作为评价标准
的现象依然存在。如何看待求职中的“第一学历”限制？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
com）发布的一项有1000名受访者参与的调查显示，55.1%的
受访者认为这是高学历人才众多，竞争激烈的结果，45.8%的
受访者觉得这是种“一刀切”的选拔方式，超六成受访者认为需
要破除求职中的“第一学历”评价标准。

参与此次调查的受访者中，在校大学生占33.9%，职场人
士占63.0%，其他为3.1%。“第一学历”来自“双一流”高校的占
25.7%，来自非“双一流”一本院校的占37.2%，来自二本院校
的占22.9%，来自专科院校的占11.4%，其他为2.8%。

超六成受访者呼吁

破除求职中的“第一学历”限制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胡思亮逐渐意识到，招
聘中的筛选“标准”，有些可以通过求职者的努
力去达到，比如相关工作技能和工作经验，但
作为“出身”的“第一学历”，却很难改变，

“希望企业在招聘中能够更加关注求职者的工作
技能、学习能力等指标，让大家更公平地参与
竞争。”

调查显示，61.9%的受访者认为需要破除求
职中的“第一学历”评价标准。

张嘉敏觉得，求职者在就业市场中处于被动
地位，很难改变现有的评价标准。“对于求职者
来说，只能不断适应各种招聘规则，通过实习
实践，提升各类技能，明确求职方向，减轻就
业焦虑。”

熊丙奇认为，破除“第一学历”歧视，除了
扭转用人单位“唯名校”的用人导向，还要消除
把教育、学校等级化管理、评价的做法，不能人
为地把教育、学校分为“三六九等”，同时提高

高等学校的办学质量，严格执行培养标准，建立
起基于能力的人才评价体系，以及与之对应的人
才培养体系，消除“学历泡沫”。

让求职者不为“第一学历”而扰，60.3%的
受访者认为应建立多元的评价标准，不唯“学历
论”，54.2%的受访者认为要加快建立反对“第一
学历歧视”的法律条款，51.6%的受访者建议高
校开展针对性就业指导，提高毕业生竞争力。其
他还有：对存在“就业歧视”的企业进行处罚监
管（51.5%），求职者做好职业规划，提前谋划职
业方向 （36.2%）。（应受访者要求，胡思亮、张
嘉敏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超六成受访者认为
需要破除求职中的“第一学历”评价标准

95后胡思亮是北京某“双一流”高校的2024
届硕士毕业生，最近正忙着求职投简历，“目前
收到了几家公司的笔试和面试通知，但大多数简
历都石沉大海了。”胡思亮本科毕业于北京一所
普通一本高校，提到求职中的“第一学历”话
题，他觉得这更像是一个“潜规则”，有的企业
不会在招聘中写明对本科院校的要求，但当投递
简历或进入面试环节时，面试官的反应会让你意
识到自己的“第一学历”不够好，不符合他们的

要求，“会打击自信心，觉得被区别对待了。”
90后李文青在北京某文化企业从事人力资源

管理工作，她介绍，企业在收到简历后，会对求
职者进行初步筛选，在校招时，学校和学历是比
较重要的筛选指标，有些企业会要求求职者写明
各阶段的学历、学校信息，如果不符合要求，就
会被筛出去。“一般主要看求职者的最高学历，
但如果几个候选者各方面条件都差不多，而招聘
的岗位又有限，‘第一学历’也会纳入参考。”

就读于安徽某“双一流”高校的研二学生张
嘉敏，虽然还有一年多才毕业，但她已感到就业
压力，正努力丰富自己的实习经验。“现在就业
竞争很激烈，我的本科学校是个二本院校，在就
业市场没有优势，更要‘笨鸟先飞’。”

怎样看待求职中的“第一学历”限制？调查
显示，55.1%的受访者认为是高学历人才众多，
竞争激烈的结果，45.8%的受访者觉得这是种

“一刀切”的选拔方式，41.1%的受访者认为这是
一种“唯名校”“唯学历”导向，40.3%的受访者
觉得这是就业歧视的表现。其他还有：企业优中
选优的需要（36.7%），会造成高考竞争更加激烈
（26.4%）。

“第一学历”限制为何存在？
五成多受访者认为是高学历人才众多、竞争激烈的结果

“本科毕业时我也找过工作，但学校知名度
不高，许多简历投出去就没有回复了。”在尝试
过几份不喜欢的工作后，张嘉敏决定二战考
研，并顺利考上了研究生，但她很快发现，自
己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并没有提升很多，在
找实习时，曾被面试官问过有关“第一学历”
的问题。“刚开始会很不好意思，感觉自己的学
校拿不出手，事后觉得这种筛选标准不合理，
忽视了个人的努力，但对个人来说，只能适应
这种规则。”

李文青认为，近几年毕业生增多，尤其在大城

市，各类人才集聚，企业选择空间比较大，从吸纳
人才的角度来说，会更倾向选择名校出身的学生，
对求职者的学历、学校要求也“水涨船高”，进而把

“第一学历”纳入筛选指标。
在南京某外企工作的刘文杰，毕业于江苏某

“双一流”高校，他觉得把“第一学历”作为筛选
标准之一，有合理之处，因为就现实情况来说，
一个“第一学历”是普通本科的毕业生和一个来
自“双一流”高校的毕业生，同等条件下后者会更
有优势。

调查显示，44.3%的受访者认为把求职者的

“第一学历”作为筛选标准是合理的。交互分析
发现，“第一学历”是“双一流”高校的受访者
认为合理的比例更高，为70.8%，来自专科学校
的受访者认为合理的比例最低，为19.3%，两者
相差超过五成。另外，也有26.8%的受访者认为
不合理。

“从本质上说，用人单位招聘看‘第一学
历’，是唯学历、唯名校论的表现。”21世纪教育
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以“第一学历”作为选
人标准是一种粗陋的选才方式，不能为用人单位
招聘到真正的高素质人才，也会打击高职专科、
普通本科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觉得再怎么努
力，也不能扭转“第一学历”劣势，导致部分学
生自暴自弃。这也对整个社会的人才观、教育观
产生负面影响。

“双一流”高校受访者更认同
招聘中的“第一学历”筛选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