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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文斌，文化与传媒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2009

级学生，业余摄影师，操着一口典型粤式普通话，热

爱游戏和动漫，善于庖丁解牛式地深入剖析事件。

2013年1月参加天津卫视大型电视求职节目《非你莫

属》人民大学专场，凭借缜密的商业逻辑和简洁流畅

的表达征服了现场众位BOSS，最终被当当网CEO李

国庆选中。然而，繁华落幕，米文斌却毅然放弃了众

人争抢的实习机会，转而选择进入北京趣游科技。

放弃考研 规划职业

“参加考研无异于再经历一次高考，都是一个先死

后活的过程，我觉得这种经历实在是太灭绝人性了，

不想再体验了，所以当时就毅然决然放弃了考研这个

选项。”

——米文斌

几乎所有的大学应届毕业生都会在考研、就业和

出国之间经历一个痛苦的抉择，米文斌也不例外。他

也曾随大流，风风火火地备战考研，却因过程“太折

磨人了”最终选择直接就业。谈话中，米文斌告诉记

者，上考研班期间，他发现很多人其实是因为不知道

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选择考研，并以此来逃避就

业。“我不应该跟这样的人混在一起。”米文斌抛出这

样一句话为放弃考研做注脚。

米文斌最终选择就业，固然有考研太过艰辛的因

素，但更重要的却是他有自己的职业规划，而在这份

规划里考研显然并不在其列。提及职业规划，米文斌

眼中闪现出自信和坚毅的光芒：“我有一个分前期阶

段、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的十年职业规划。”但对于规

划的具体内容，他却不愿分享，他认为规划是做给自

己的看的，而不应该摆在众人面前供人品评。在记者

的再三追问下，米文斌才透露，十年规划的最终目标

是要成为游戏行业的领军人物。

再有一个多月，米文斌就可转为其所在企业的正

式员工，对于未来，他已经整装待发。

背水一战 歪打正着

“当时还没有找到工作，所有的（求职）渠道几乎

都断掉了……脑子一热就报了《非你莫属》。”

“我在参加之前是没有看过（这个）节目的。”

“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竞争对手是谁，要竞聘

的岗位是什么。”

——米文斌

提及参加《非你莫属》的原因，米文斌坦言：

“当时我还没有找到工作，所有的渠道几乎都断掉

了。”即将毕业，放弃考研，没有工作，这几个简单的

词语串在一起足以让任何一个大四学生寝食难安。在

这个步履维艰的时刻，一封来自《非你莫属》栏目组

的邮件成了米文斌的“救命稻草”。报名参加《非你莫

属》这个“脑子一热”的决定在当时看来虽然更像是

“走投无路”下的“孤注一掷”，但令米文斌本人也没

想到的是，这个决定竟给他带来了“柳暗花明”的新

希望。

新的尝试必然伴随新的挑战，电视求职过程并非

一帆风顺。米文斌表示，参加节目录制前，他从未看

过此类电视节目，也无法得知对手是谁，竞聘岗位为

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完全不知道”，“准备做了

基本等于没做”。

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电视求职栏目组会在录

制节目前对报名求职者进行初步筛选，但对于栏目组

组织的面试，米文斌出乎意料地给出了 5个字的评价

——“非常不专业”。面对栏目组将班级职务与奖学金

挂钩，混淆市场营销和消费者心理学概念等情况，米

文斌不自觉地产生了抗拒心理。回忆当时自己的表

现，他对记者说：“我当时表现出了一个很强势而且

很冷漠的个人形象。”

或许是米文斌的强势表现正中栏目组下怀，或许

是幸运女神的眷顾，本以为求职无望的米文斌却在两

天后意外地收到了参加节目录制的通知。同时，节目

组在未告知任何与面试相关信息的情况下要求他在 3
小时内就参加与否给出答复。面对突如其来的好消

息，米文斌惊喜之余也心存一丝顾虑，几番考量之

后，临时突击看了两集《非你莫属》的他还是在第二

天登上了《非你莫属》的舞台。

随机应变 过关斩将

“上场之后脑子发热，全身的血液都往上冲，大脑

高速运转。”

“紧张时就给自己做减法。”

——米文斌

谈到面试过程，米文斌显得很兴奋。他对记者讲

述，一上场，没有想到的是，他将与其他 9个求职者

一起接受一位BOSS的群面，这与之前印象中1个求职

者同时接受 10位面试官考核的电视招聘形式差异极

大。“我当时就愣了，但是我知道节目组在想什么。”

他向记者分析，这样的方式使求职者展示自己的平均

时间大大缩减，竞争更激烈，节目更好看。当然，求

职者面临的考验也更为艰巨。

众所周知，逻辑清晰，表达简练流畅的求职者往

往更容易受到面试官的青睐，而这也正是米文斌从众

多求职者中脱颖而出的关键。现场，米文斌在与主持

人及BOSS的“交锋”中始终保持着清晰的思路，他对

记者剖析面试过程时表示，“我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潜

台词的”。在面试第一环节，他“不显山不露水”，只

询问了当当网提供职位所要求的工作能力，“我是要

知道这个职位的需求跟我的能力是否匹配。”米文斌解

释道。

当然，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四学生，米文斌也会有

露怯失手的时候。面对竞争对手的精彩回答，他会暗

暗心惊；听到闻所未闻的诸如“无线BD”之类的专业

术语时，他也会私下懊恼；提及面试过程中没来得及

展示的精彩回答，他也不禁直呼“可惜”。当记者问及

面试中是否会紧张时，米文斌直言：“有！肯定有

啊！”

然而，仅仅能够发现自身的问题并不足以支撑一

个人坚持走向最后的成功。好在米文斌不但了解自己

的问题，更善于解决问题。感到紧张时，他就给自己

“做减法”，减去不必要的纠结、浮躁和焦虑，降低紧

张程度；没组织好语言，就向主持人请求多些思考时

间，凡发言必做到胸有成竹，言之有物。逻辑清晰，

言简意赅，心理抗压能力好。三管齐下，求职成功可

谓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精心准备 有的放矢

“不打无准备之仗。”

“人啊，得认识你自己。”

——米文斌

一个人的成功可能不是必然的，但却一定不是偶

然。

看过米文斌在《非你莫属》舞台上表现的人都会

惊讶于他严密的逻辑、流畅的表达以及说话一针见血

的能力。但却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面霸”经历

和5天只睡10小时的艰辛。

决定就业以后，米文斌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奔波辗

转于各种面试之间。什么行业都尝试过，“每天都在

切换状态，今天是广告行业的面试，明天可能就是银

行的。”他也坦言，“几乎每场面试都会遇到比自己强

的人”，“老选不上，那段时间特别痛苦”。如今，

“修成正果”的他把那时候的自己戏称为“面霸”。

看过这一期《非你莫属》的观众，一定对当当

CEO李国庆在一上场时向求职者提出的三个要求记忆

犹新，而“在校期间做过很多商业的社会实践”便是

其中的一项。谈及这一要求，米文斌显得很自信：

“我做过很多类似的商业社会实践。”是的，众多面试

经历增加了他的求职经验，而丰富的商业社会实践经

历才是米文斌的“制胜法宝”。

交谈中，米文斌向记者介绍了自己大二时为社团

宣传购进“轻松小熊”布偶服，并凭借出租该布偶赚

得 3000余元的经历。面对记者惊讶的追问，他笑言：

“当时我们用这个布偶熊拍了一组照片，拍完之后觉得

不能光是玩，得把花出去的钱赚回来才行。”于是，社

团活动结束后，米文斌自己联系客户，将这套布偶服

对外有偿出租。米文斌向记者介绍，有时客户要求他

穿上布偶服配合宣传，可这种布偶服每次穿上后不到

半小时就汗流浃背，而他最长的一次竟然连续穿了 7
小时。可以说，这 3000元里既蕴含智慧，又浸满汗

水。

对于米文斌而言，商业社会实践并不只是以赚钱

为目的，它更应该是学习和成长的途径。为提升自

己，米文斌曾赴香港参加一个短期商业培训项目。据

他称，在短短 5天的交流时间里，他既要上课、听讲

座，又要参与小组讨论、写策划，每一天都被安排得

满满当当，几天下来总睡眠时间加起来不超过 10小

时。当谈到凌晨坐着通宵运营的公交车回住处的经历

时，他略去疲累不讲，只是说道：“那种感觉非常美

好，很充实。”他甚至觉得在这5天中学到的东西比大

学四年学到的都多。

回报总与付出成正比，表面看来，米文斌面试的

成功来得颇为容易。然而，“抚竹万遍”“解牛千

头”，才有可能胸有成竹，游刃有余。事实上，他一直

在实践中循序渐进地积累着。也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不打无准备之仗。”

剑有双刃 立足自身

“电视求职节目是一把双刃剑，它能把信息公开传

播出去，所以一个人如果有优点的话，会有所放大，

反之，污点亦然。”

——米文斌

《非你莫属》的面试已经落幕，米文斌的职业生涯

也已慢慢步入正轨，人们对电视求职却还是众说纷

纭。面对大家或质疑或肯定的看法，米文斌坦言：

“（找工作时）多种渠道同时进行，哪个最先达到目标

就用哪个，渠道彼此之间不存在优先级。”而对于记者

有关电视求职可靠性的提问，他直言：“我事后跟当

当网方面取得了联系，并且他们也有提供（给）我一

个（实习）机会，所以我觉得对方是靠谱的。”与此同

时，他也给出提醒：“电视求职节目是一把双刃剑，

它能把信息公开传播出去，所以一个人如果有优点的

话，会有所放大，反之，污点亦然。”因此，他给后来

者的忠告是：“我不觉得这个方式会适合所有人……

（还是要）立足于求职者自身情况去考虑（是否选择电

视求职）。”

正如苏格拉底所说：“人啊，认识你自己。”米文

斌给学弟学妹的建议也是：“认识你自己才是关键！”

其它诸如“树立明确目标”，“做明确的职业生涯规

划”等建议都应该立足于“认识自己”这一前提。

这不仅是他的肺腑之言，更是经验之谈。他曾因知

道自己不适合过于严肃的工作氛围而放弃了佳能公

司的最后一轮面试，也曾因对游戏行业的热爱而放

弃当当网转而投入北京趣游科技“怀抱”。没人能断

言他的选择正确与否，也没人能够质疑他通过不断

认识自己进而安排人生道路的决定。至少就目前看

来，他的选择并未让他失望。反观现在的“考研

热”“考证热”，或许我们确实应该放慢脚步，重新

审视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本报记者 11 财经新闻 唐郡 12广告 吴荔言）

NO.2庞盼盼
庞盼盼，前女子体操世界冠军，2009年退役后进入体育经济与

管理学院学习。2012年10月1日，庞盼盼受邀参加天津卫视的电视
求职节目《非你莫属》。节目现场，她独特的经历和魅力征服了众多
挑剔的Boss，并最终以实习期月薪5000元的标准与国内领先的生活
分享网站“爱乐活”签约。

长达十二年的体操生涯造就了她吃苦耐劳和敢于拼搏的品格，
而丰富的国内和国际大赛经验练就了她良好的心理素质，这些使她
在面对众多Boss时依然能处变不惊，表现得大方得体。尽管运动员
生涯没有给她太多的社会实践机会，但退役后的庞盼盼积极参与各
种社会活动，很好地锻炼了与各年龄段人群交流和沟通的能力，为
她的求职增添了又一亮点。“我希望用我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影响更
多的人，去关注和帮助贫困山区的学生。”庞盼盼如是说。

（本报记者 12精算 李轶鹏 12法学 宋蕾）

天 生 我 有 才
——中财电视求职达人show

编者按：21世纪最需要的是什么？人才！
近些年来，随着企业对人才的渴求和人才对展示自我的欲

望逐渐增强，《职来职往》、《非你莫属》等电视求职类真人秀
节目应运而生——

和十几位知名企业高管在同一舞台上“唇枪舌战”、“斗智

斗勇”的场面在过去恐怕只是大多数人心中的“南柯一梦”，而
今天，此类节目在全国的迅速蹿红让越来越多的求职者在电视
上完成了这项看似不可能的挑战。在中财也不乏这样的能人勇
士。本期专题将为你讲述中财电视求职达人们背后的故事。

中财电视求职达人录

NO.1 李雪静
李雪静，文化与传媒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08级本科生。2012

年6月15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打开了李雪静的职场大门。在北京卫视
的电视求职节目《就等你来》中，她凭借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各位Boss
的青睐，最终成功入职“特艺中国”。“这是一个不错的经历！”是
李雪静对此次求职体验的评价。

在节目中，李雪静实事求是，乐观坚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和职业精神给BOSS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其求职成功的金钥
匙。但正如杭州师范大学志凌老师在节目中提到的，李雪静在面试
过程中也有显得不够成熟的地方：就业方向不够明确，自我介绍时
偏重于与职业无关的信息。而这些也是今后众多学子求职时需要注
意的问题。

如今李雪静在“特艺中国”已经做了将近一年的HR工作，真实
的工作经历让她感受到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她决定重新
出发，对人生做出新一轮的规划。

记者点评：

随着《非你莫属》、《职来职往》等节目的热播，电视求职逐渐
走入了公众的视野。这种同娱乐节目水乳交融的的求职方式自出现伊
始就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和争议。一方面，它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
求职者开辟了一条找工作的新渠道；另一方面，它也被越来越多的观
众认定为徒有虚名，娱乐大众。

记者在对同学们的采访中了解到，多数受访同学认为，电视求职
虽然给不同背景的求职者提供了同时向多家企业展示自我的机会，但
由于节目本身的娱乐作秀气息略过浓厚，专业性和真实性很难保证，
在某种程度上，其娱乐价值远大于实用价值。此外，一些同学也提
出，很少能看到重量级的Boss到场，大多数公司也仅仅是为了提高知
名度而抛出一些低端的职位。所谓的“火眼金睛”、“伯乐识马”只
是节目的噱头而已。因此在目前阶段，多数人更倾向于传统的求职方
式，认为电视求职只能作为“走投无路”时的“另辟蹊径”，或是真
正实战前的小试牛刀。

不过，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此类节目的价值。采访过程中，有部
分同学也表示，电视求职是“模拟试炼场”，给更多求职者，特别是
没有工作经验的求职者提供了珍贵的求职经验，使那些还没有真正经
历过职场面试的人进一步了解企业的用人标准；同时，电视求职节目
也是一种自我推销的媒介，借助媒体的力量，参加节目的求职者会受
到更加广泛的关注，被企业选中的机会也大大增加。

虽然电视求职对于视其为机会的人而言不失为一次历练，但是记
者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参加电视招聘，毕竟站在舞台上，在众
目睽睽之下，在短短的时间内展示出最好的自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情。因此求职者还需根据自身的情况，结合节目的特点，做出最适合
自己的选择。 （本报记者 12精算 李轶鹏）

我的电视求职路：

非“米”莫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