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fé速递】王卫：互联网公司的就业与选择 

核心提示：面临实习季和毕业季，想必有很多同学奔波于各大招聘现场，为

简历和 offer 忧愁。互联网行业的高薪和新颖吸引着许多同学的目光，但同学们

往往对互联网行业真实情况知之甚少，不知如何着手准备面试应聘。本期 Café 请

来了有多年互联网从业经验的王卫老师与同学们分享真实的互联网行业情况。 

主持：刘广睿  摄影：杨鹏超  摄像：杨鹏超  文字：刘广睿 

>>>人物名片 

王卫，花名泓冰，2011 年获得吉林大学计算机硕士学位，在校期间曾获得

ACM 吉林省一等奖。毕业同年进入阿里淘宝事业部先后负责了淘宝交易平台的

开放、淘宝商品和交易的移动化转型、手机淘宝内容领域的视频化、用户关系和

淘宝社区的构建以及朋友圈的设计和研发。 

>>>报告现场 

4 月 23 日晚上 7 点，王卫老师做客 GeoScience Café 第 298 期报告活动。王

卫老师针对当前互联网行业的就业形式与应聘方法为同学们解答了就业方向与

求职准备的问题，让同学们受益匪浅。 

 王卫老师有着多年的大厂技术部工作经验，本次分享王卫老师会从互联网公

司的格局、不同岗位的发展趋势和招聘“内幕”，以及互联网公司岗位的选择、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适合互联网公司的职位等多个角度为同学们解答求职的疑虑。 

 

互联网公司的格局 

 王卫老师首先提到互联网公司的发展实际经历了三个阶段，比如耳熟能详的

BAT、TMD、PKQ——这些是互联网公司巨头的缩写，它们代表了互联网公司时

代领头羊的发展情况。从最早的 BAT 到现在的 TMD 以及到 PKQ，每一个公司

都代表了一个行业的兴起和发展。从最早的 BAT 时代开始，人们都要从浏览器

的搜索入口寻找信息，做搜索入口的百度就应运而生，它把所有的搜索入口都统

一到自己的搜索引擎里，凭此成为了互联网的巨头公司。紧接着阿里巴巴崛起，

阿里主攻电商行业，把自己的电商行业从淘宝做大，从电商到物流已经成了一种

经济体、一种生态，占据了互联网的半边天。电商领域紧接着有美团、京东以及

拼多多相继崛起。 

纵观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可以看到互联网的发展从搜索电商到内容资讯

以及团购……互联网一直在向人群中渗透，所谓的渗透就是从最早的互联网的搜

索引擎入口，到现在的每个人手机里面都装有几款 App。当人们有购物需求的时



候，从在浏览器里搜索到在移动端打开 App 直接购物，这就意味着人们已经接

受了互联网的产品，同时流量入口已经从浏览器搜索入口转移到每一个 APP 的

终端。随着对人群的渗透，互联网的巨头公司又形成了新的格局。从互联网的变

现中，可以看到互联网行业是随着时代而发展的，不断形成新的互联网公司巨头，

这就是当代互联网的发展格局（如图 1）。 

 

图 1   互联网公司分类 

王卫老师提到随着格局的不断发展，在大公司里面必然有一些新的岗位要诞

生，需要新的人才涌入，就会涌现出层层的招聘岗位。因此就要求应聘者了解这

些岗位，知道这些岗位所需的能力，最后才能在互联网公司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一

份工作。 

总的来说互联网的格局既是行业的发展和变迁，又是岗位发展以及对人才能

力的需求的变迁。 

 

互联网公司的岗位介绍和选择 

王卫老师用两个维度对互联网公司进行评价：第一个是工作强度，第二个是

工作环境和福利。互联网公司通常伴随着高薪和高压，对比一下，可以发现互联

网公司中像腾讯、百度这样多年的大厂，其工作强度相对适中，作为大厂的福利

和工作环境是比较好的，从业者们对其评价比较高。互联网公司工作舒适度的评

价排名如图 2 所示。 

 

图 2   互联网公司舒适度排名 



在了解互联网的舒适度后，王卫老师又带着大家分析了薪资情况。图 3 中有

两点需要关注，第一点是每家公司的层级分布，从上到下层级依次递增，随着层

级的递增薪资也不断上涨。第二点是公司之间的横向比较，可以看到各个公司的

初始待遇可能稍有差别，随着层级的上升待遇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其实公司对于

人才的衡量有一套自己的体系，但是大体都遵循高层级高薪酬的规律。 

 

图 3   互联网公司的薪资 

现在的互联网公司比如腾讯有十多万人的规模，阿里也有十多万人的规

模，这样的公司实际上有很复杂的层级结构。图 4 是参考了国外互联网大企业

的组织架构，有亚马逊的、谷歌的、Facebook 和微软的。因为大公司的工作往

往需要多人协同、共同完成任务。所以这个组织架构图需要关注两点，首先就

是节点层级代表着公司的等级体制。其次节点的方向就代表了公司层级之间的

信息流转方向。比如亚马逊，是一个严格的树形结构，说明它的层级比较分

明，信息从子节点到根节点层层传递。 

对比一下谷歌的层级结构，它的层级结构也很明显，可以看到节点的连接有

子节点，会向上跨越层级连接，说明谷歌是一个讲究信息高效沟通的公司，会将

底层的信息快速地上报到决策层，它的信息沟通是可以跨层级，并且可以跨部门

的。 

阿里巴巴也是类似的一个层级结构，虽然有着从属关系的等级划分，但是很

多时候可以跨部门向上汇报传递。跨部门是为了协作，比如有的时候产品和技术

之间的协作，需要信息互通，这时候就能发挥出跨部门沟通的优势。另外会有一

些跨集团跨子公司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上报，这样的合作会更加高效。所以阿里是

趋向于接近谷歌的一个组织架构。 



 

图 4   互联网公司组织架构 

了解组织架构后，需要具体了解每个组织架构下面对应的职位。以阿里为例，

即使面向校招，职位的划分也是非常明确的。 

王卫老师以技术岗为例，详细介绍了技术岗位的具体分支，即可以细分为架

构师、前端架构师、开发工程师、测试工程师还有运维工程师等。在工作的业务

上还有更明确的细分，比如架构师需要设计一个系统的架构，接着前端工程师和

开发工程师做开发，开发完成之后，再交付给测试工程师去测试验收。测试验收

之后，整体的程序代码就要发布上线，程序上线之后，会在线上持续运行，此时

需要运维工程师去对系统的状况，如服务器负载和网络状况做一个监控。每个技

术岗位都有明确的分工，但在具体工作中也会有一些交集。 

面向校园招聘，技术岗位其实不会具体细分，但对专业会有具体的要求，比

如技术岗位，在招聘的时候，最好是有计算机专业背景的学生，当然通信、软件

工程等专业的学生也可以应聘这样的岗位。面向校园招聘的时候，更多的是考察

一个刚刚毕业的人的基础能力。 

以阿里巴巴的 2020 年校招形式为例，技术岗位的薪酬略高，比如 A+级别的

学生能获得从 27 万元到 35 万元不等的待遇，这是相对比较优秀的学生能获得的

待遇。具体岗位比如开发和算法岗位，要求的能力比较强，所以待遇会比较高。 

虽然阿里的运营岗位与技术岗位相较薪酬略低，但对运营岗位员工的培养还

是比较优秀的，所以阿里会培养出很多优秀的运营岗位从业者。如果同学们从事

运营的想法，阿里的运营岗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是应聘技术岗位，以王卫老师的从业经验看，百度作为一个非常崇尚技

术的公司，拥有很多专注于做技术的人才，建议大家也可以考虑百度。百度每年

会提供很多的校招 offer，作为一个大厂开出的薪资也非常的丰厚。 



近年来拼多多的势头非常猛，它作为电商领域的一匹黑马，为了快速发展也

开出了很高的薪资，可以说在互联网公司中它的薪资是最高的，但其劳动强度比

较高，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年轻大学生如果有这样的拼劲，可以去拼多多尝试一

下。 

有些同学可能觉得算法比较难，对自己的算法能力没有信心，可以选择像网

易、京东，还有滴滴这些公司，它们对校园招聘的要求会稍微低一点（如图 5）。 

 

 

图 5   2020 年互联网校招薪资分布（图片来源：运行黑客社区公众号） 

对于校园招聘，王卫老师鼓励同学们多向不同的大公司投递简历，可以拿到

不同的 offer，从而增加自身的面试经验。同时王卫老师也提醒大家，现在互联网

招聘有一个特点就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增量逐渐趋于平缓，对人才招聘也开始

收紧。因此每年招聘的岗位可能会比较少，但是对于优秀的人还是有机会的。 

 

互联网公司岗位应聘 

王卫老师建议同学们在准备应聘时，首先要把基础知识打牢，另外要了解互

联网公司到底有哪些岗位，对从业的人员有什么样的要求。王老师根据自己的工



作经验，建议大家首先要知道岗位的要求，结合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去选定一个岗

位，然后做好自己的职业目标与规划，最后朝着这个岗位去努力。这样的就业准

备才能更为高效。 

从长期来看，同学们要培养自己的软实力，即动手能力和沟通能力，同时学

好基础课程。动手实践能力需要做一些实验或项目。这个过程伴随着学业，在实

验室的项目中完成，或者是有一个比较长期的产品开发过程，这样才算一个完整

的动手实践能力训练。另外沟通和协作能力是在工作过程中必备的技能，因为所

有的项目都是通过多人协作完成，所以沟通和协作能力，是大学生入职的时候公

司重点考察的能力。 

另一个方面就是做短期准备，在了解招聘流程之后，需要做一些理论知识的

快速储备，包括面试题，还有面试心得的一些准备。在明确应聘的岗位后，同学

们还是要临阵磨枪的，就是把一些重要的理论知识，或者招聘公司会考察的但自

己没有复习的知识认真梳理总结。然后向有经验的学长求助一些比较高效的方法。

有了这些短期准备，在面试过程中是可以经受住考验的。 

总结一下，主要是定位目标，要通过对自己的爱好和特长的了解定位一个目

标。另外要做好充足准备，主动培养动手实践能力，还有协作和沟通能力。 

王卫老师还以阿里技术岗面试为例，现场向大家具体讲解应聘面试的流程。

假设是一个技术岗位，站在一个面试官角度，会提前把考察范围设定好，然后评

判一个人是不是符合岗位要求。 

作为技术岗位有 5 层的考察。第一层是笔试，考察应试者的编码能力，包括

使用编程语言和数据结构算法，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下一

层进行技术考察，测试应试者能不能通过已有的知识快速去解决一个问题，或者

给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来考察应试者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基本上只要把基础

的知识掌握就可以解决简单的问题。第二层，是考察技术深度，包括对工具使用、

工具语言的应用程度，这个也是岗位的具体要求，比如算法岗位可能会考察算法

的深度，如果是一个 Java 研发岗位，可能考察对 Java 语言的理解深度。每个岗

位的要求会略有偏差，但是基本上是考察应试者在具体某一个方面的深度。第三

四层技术面试，会考察沟通能力、项目经验能力、协作能力，包括实践能力以及

解决抽象问题的能力。考察应试者真正的能力层面是否达到岗位的要求，主要是

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否对问题归纳分析，深度抽象。只要同学们有过一些

项目的经验，或者是有一些深入思考，基本上都能通过面试，但是要求同学们真

正在平时的学习中去实践和思考。最后 HR 面试考察的是应试者的性格、态度、

工作的意愿、动机等。 

 



我是否适合从事互联网行业 

 随着行业的增量在减缓，互联网行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招聘的人员也越来

越少，之前从所有的应聘者中，取前 5%的人作为招聘对象，可能现今只招聘前

1%的人，此时竞争压力会导致大家在高新职位的应聘上，像千军万马过木桥，或

者为了几个岗位争得头破血流，最后错失了进入其他行业的机会。王卫老师建议

大家思考，自己是否要参与到竞争中，是否适合互联网行业岗位。如何去思考这

几个问题，王卫老师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第一是互联网公司的工作压力比较大，高薪意味着高强度的劳动，持续的高

强度劳动对人的心力和体力都是一个考验。可能有些人能承受得了，而有些人不

适合或者承受不了，若承受不住可以选择其他行业。如果已经做好承受重压的心

理准备，就需要做好心理建设，从而去面对高强度的劳动工作。 

第二是在选择岗位的时候，同学们的竞争者是来自于周围更优秀的人，此时

就需要结合自己的特长从竞争中胜出。既要有一定的特长，又要保持兴趣和热情。

在工作中，核心竞争力来自于特长能力，工作动力是源于工作兴趣和热情，而非

单纯地靠意志力和坚持去做一件事情。 

当要从事互联网工作的时候，建议大家把这些方面考虑清楚，这样对自己的

职业定位会更加清晰。 

 

>>>互动交流 

提问人一：请问王老师，互联网当中对年龄的限制真的很严格吗？有 35 岁

危机这种现象吗？ 

王卫老师：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无论是对于新入职的同事，还是说工作几年

的老人，有的时候都会因为这个问题而产生一定的焦虑。我觉得所谓的 35 岁只

是人生的某个节点，每个人的 35 岁，表现出来的生命活力是不一样的，有的人

35 岁可能他的生命活力已经 50 岁了，有的人可能他 50 岁，但是还是 30 岁的心

态。 

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方法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考虑年龄带来的压

力，当你忘记它的时候，就没有所谓 35 岁门槛这种说法了。第二个所谓的 35 岁

门槛，是因为某一类人 35 岁的时候就停止事业发展了，停止自己的好奇心了。

所以人们认为 35 岁可能是某个坎，而我们要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话，实际上要

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保持好奇心，不断去学习，不断去提升。实际上你只要保

持好这种心态，你的 35 岁门槛永远不会到来。 

 

提问人二：想问一下王老师，如果同时面对 Top 大厂的一般岗位和普通小场



的顶级岗位，作为一个应届生该如何选择呢？ 

王卫老师：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问得比较深刻的，从我的角度给你一些建议。

如果我选择的话，我可能还会选择大厂的一个底层岗位。第一个出发点是一定要

去看一下大平台是怎么协作的，要从一个最基础的岗位做起，感受从一个技术岗

位到一个中层岗位所需要锻炼的能力是什么。 

第二个从行业的热门度，尤其是互联网行业的这种热度来看，其实一个行业

的迭代还是很快的，周期很短。现在热门的行业可能转瞬即逝，然后这个岗位就

可能随之被踢出这个行业，待遇就没那么好了。行业的热度和这种兴衰的不确定

性，我觉得是一种风险。但是你去大厂里面做一个底层岗位的话，至少大厂对行

业兴衰的对抗能力是很强的，至少能保证你的薪资待遇还有岗位是稳定的，可以

让你稳定发展，这是一个选择的原因。 

 

GeoScience Café 以“谈笑间成就梦想”为目标，于每周五晚 7:00在实验室四

楼休闲厅，邀请 1-4 位嘉宾，为大家带来学术报告或经验分享。报告内容包括摄

影测量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导航与定位服务等研究方向，听众可在报告结束

后向嘉宾提问、与嘉宾交流探讨，同时每学期还会举办 2 期人文类讲座和 2 场导

师信息分享会。每期报告会根据嘉宾意愿在 B 站开设直播，使不能来到现场的听

众同步参与。报告 PPT 和视频会在征得嘉宾同意的情况下在 qq 群和 B 站上发

布。 

更多精彩内容（讲座预告、讲座回顾、报告 PPT、报告视频）敬请通过以下

方式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