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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背景： 
04 年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毕业免试推荐清华研究生，07 年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毕业。 
拿到韩国 SK，陶氏化学 IT，斯伦贝谢以及 Morgan Stanley 等公司 offer，最终选择去 Morgan 
Stanley Shanghai IT 部 
分类：技术类，金融 IT 
 
 
访谈印象之一：低调的华丽 

来自内蒙草原，带着一些草原人特有的感觉，很开朗和随和，融入了清华工科人的气质，

低调的华丽。 
想起来这样一个词，是在前不久高盛的 seminar 中，大家对于高盛投行家的印象，此刻，

和师姐聊过之后，感觉是如此的相似。对于她的顺利，一笑而过，似乎一切是一种必然。但

不得不说在投行 Morgan 这种地方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决不是简单之事。 
师姐之聪明体现于点滴。曾经比她优秀的本科同学进入大学之后选择更多时间用来玩，她将

更多时间放到学习与社会工作，因为深知一些未来需要拿到台面上的硬性条件是必须要靠实

力和努力说话的。目标很确定，读研，并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机会一旦出现就抓住。 
师姐是低调的，在这样一份很多人听了羡慕不已的工作面前，在华丽背后保持着低调，

成功后的低调，她是有资本的，何况许多无资本的人，也许这是清华人惯有的作风。 
访谈印象之二：了解自己 

师姐是做技术的，话语间给人的感觉是很实在的，当问到是否想过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转

金融时，很直接地：没有。如今大学的气氛是有些浮躁的，伴着中国过热的经济，发烫的股

市，很多人都开始向金融领域跃跃欲试，但又有多少人真正明白自己的优势，不惜一切代价

放弃自己的背景真的值得吗？当听到师姐娓娓道来，与我讲述她的经历时，我更加坚信，清

华人，将自己的工程背景优势与 business 相结合将产生很大力量，并且有很好的比较优势。

这样的选择是依靠自己独立判断的，而非人云亦云的。 
明白自己想做什么，擅长什么，对于自己的了解是求职路上最初也是最重要一步。之前

高盛一位做了 8 年投行的投行家的话：支持他可以曾经一周不睡觉的动力就是他对于这份工

作的热爱，他喜欢这份工作。了解自己的人总能找到合意的工作。师姐讲到他实验室非常喜

欢研究的师兄，放弃 google 的 offer 选择出国读博，去继续自己喜欢的科研。优秀的人了解

自己，发现自己，实现自己。 
访谈印象之三：发现你的“贵人” 

师姐一直提到自己师兄师姐曾给自己的一些帮助以及一些无意的影响。其实如果大家都

有这种意识，一种上带下，老带新的意识，很快，职业规划问题可以由师兄师姐们解决不少，

大氛围需要大家共同创造。也许他们还缺少社会第一手经验，但他们明白师弟师妹们迷茫什

么，也许只是简单的一些建议，已经可以使大家柳暗花明。 
个人所理解现在清华是缺乏这种气氛的，师兄师姐与师弟师妹间的联系不够紧密。也许

他们有很多经验可以留给大家，但没有人去收集整理，分享是个好东西，但需要一个平台和

气氛。大家应该自己主动加强与师兄师姐的联系，也许他们就是你未来事业中的“贵人”。

优秀的人是从来不吝与你分享他们成功的经验的，也是乐于帮助后来人的。 
 
访谈实录： 

批注 [Tana1]: 是一个同年级

的同学，放弃 morgan stanley 

IT，去了 UIUC 读博士。 



选择关键部分摘录 ，经作者转述。 
 
实习经历类 
Q：简单谈一谈你的实习经历 
A：“研二上学期曾在爱立信、研二下学期在 IBM 实习。爱立信的实习是跟人打交道更多的，

IBM 的实习编程更多。之后找工作这两个公司我都没有投，不喜欢 IBM 纯技术的环境。实

习是一个了解公司的好机会，比如我就是通过实习，将这两家公司排除在我的选择之外。” 
“实际上，实习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难找，我当初研一暑假开始准备工作，留意了一下相关的

实习版面，投了爱立信，去面试，就拿到了 offer。另外，IBM 的实习是师兄、师姐推荐的，

从这个意义上，人脉很重要，比如，你就是通过你朋友介绍能够在这里和我面对面做访谈。” 
 
其他经历类 
Q：谈一谈你的社会工作 
A：本科生时做过一些社会工作，研究生阶段没有作太多的社会工作，就是做了一年班长，

组织一些文体活动，给老师做一些行业讲座论坛之类的。其他的主要是帮老板做项目，研一

时曾被派到新疆做了两个月的项目。一个项目从头到尾跟下来，收获比较大。 
到研究生以后接触的人似乎狭窄了一些，主要是自己关注的领域，IT 方面的。 
Q：谈谈对清华人和北邮人的看法 
A：清华人基础知识很扎实。现在社会上相对浮躁一些，清华人本科花了不少功夫在学习上，

基础很扎实。进入大学以后大家都是跟着自己的选择走路，我本科同学里有一起来清华读研

的，有工作的，也有把时间都拿来玩的，之后大家差距就很大了。 
清华学生还是很不错的，计算机系每年的学生节晚会都很精彩。学习方面也很扎实，Morgan 
Stanley 网申时还是挺看重成绩的。 
 
行业认识类 
Q：想到 morgan Stanley，很多人想到如今大家都很向往的 IBD,有没有想过，做一段时间的

IT，之后转过去做投行，有这样一个平台，想转应该相对容易。 
A：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打算，之前也有人这么问过我。我想，现在还是先进去了解一下，通

过下面即将开始的培训，培训中会有一些金融相关的知识，但据我了解不多，主要还是做技

术，做两三年之后，可能会做咨询相关的工作，通过 Morgan Stanley 给自己的这样一个平台。 
我所做的 IT 主要是技术类，肯定也是要与人打交道的，对内对外，与同事的交流，与客户

的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 
选择规划类 
Q：回头来看你七年的大学生活，有没有对你影响很大的人或事，或者说转折点 
A：大学之前，一位朋友告诉我，大学里有两门课很重要，一定要认真学：一是数学，二是

英语，所以后来我一直都很认真地学习这两方面，英语也花了不少时间。像要在 morgan 这

种英语为工作语言的公司工作，英语非常重要。从最初地背单词、看书，到后来的看英文电

影，口语也逐渐得到锻炼。其实你在跑步时也可以用英语给自己的一天做些总结，今天做了

什么，天气如何等等。 
另一个对自己影响较大的是一个已经工作的英语系师姐，她是本科毕业就出去工作。在大三

有一段曾比较迷茫，后来和她的交流对自己影响较大。师姐毕业之后先是在科技部下属的一

家单位工作，后来去了一家私营企业作经理助理。没过多久出国读了一个 MBA，之后在 TOP 
4 的 consulting 公司 monitor Group 作咨询。还有另外的也有朋友先工作，之后出国读 MBA
的。都是不错的选择，路还是先走吧，也许未来也会去读 MBA 也可能，就看工作与自己的



预期是否有出入了。 
Q：谈谈你的规划，似乎从与你的交流中决得你并不是刻意过多规划的人 
A：我本科是在北邮读的，进去不久就决定要读硕，所以基本上没有遇到过多的迷茫，大学

花了不少时间学习，也作了一些社会工作，大学时给人的感觉是除了学习就是社会工作。如

果重新来一遍的话，也许会花 50%时间学习，30%时间做社会工作，另外 20%时间做些其他

的事，喜欢的事。之后到清华读硕，在这方面，我的一个之前推研到清华的师姐给了自己挺

大的帮助，是她主动地给我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这也使自己在后来的推研中走在了别人前

面。这之后陆续思考了一些工作的事，总的来说，走得比较顺一些。 
Q：关于生活和工作的平衡问题以及之后的规划 
A：最佳状态是平衡，至少目前是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的，我认为一个人需要做到基本的经济

独立。另外的就是要有阶段性的目标，这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希望在 30 岁前

带父母进行一次比较大的旅行，目前看来，比较有希望实现。 
求职 TIPS 类 
Q：说一说关于面试的一些东西 
A：面试比较有意思的有斯伦贝谢的，最后一轮面试连续几年题目都没有变了，让你们 team
一起用白纸搭一个台子可以支撑起一瓶矿泉水。斯伦贝谢的面试很紧张，因为自己一直想进

那家公司。 
Morgan Stanley 的面试，问了一些基础知识，因为是做技术的，问过数据结构的基础知识。

另外的笔试考逻辑推理等等。我因为之前一直是想进斯伦贝谢，并且在面摩根之前已经拿到

了其他几个 offer，所以到了面摩根时已经比较放松了。面试中在做一个题目时由于忘记了

需要的知识，然后我就直接问了面试官，面试官就给我讲述应该如何如何（人很 nice）。面

试有什么说什么，不要装懂。其实面试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相互了解，这种轻松使得交流

很顺畅。 
Q：如何选择 offer 的。 
A：一直是想进斯伦贝谢，因为它那种国际化的环境，也可以出国，开阔眼界，不受很多约

束，年轻出去闯一闯。但后来拿到了 Morgan Stanley 的 offer，找了一些过来人给自己建议，

选择了 Morgan Stanley，因为这一块与金融相关，在国内比较有发展前景。也是一个机遇吧，

Morgan Stanley Shanghai 的 IT 部门刚刚成立，招得人相对多一些。与 Morgan 的缘分缘自它

之前在清华的宣讲会，去听了一下，觉得里面的人很舒服，当时就觉得以后与这样一帮聪明

的人一起工作一定很好，算是为后来播下种子。也是有一个研究所的师兄之前在 Morgan 
Stanley London 做，一起聊过，所以有一些了解。做投行的人都很聪明，与他们一起工作很

有意思。拿到 offer 之后的联系工作主要是一位清华师兄在做的，这样也感觉挺亲切的。这

个工作之后应该也有挺多机会出国的，培训也很好。有人说：找工作，80 年代看工资，90
年代看保险，如今看培训。我前不久已经收到了邮件通知要预习培训课程。 
建议寄语类 
Q：给师弟师妹们一些建议。 
A:：几个方面：一，重视基础知识。做技术的，需要有扎实的基础做保证。   

二，英语一定要好。未来英语一定是重要的工具。 
三，多和师兄师姐交流，学习需要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