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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高校应届毕业生874万人，2021年应届毕业生909万人，增加35万人。新形势下毕业生就

业问题十分严峻，如何促进高校应届毕业生“稳就业”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以H省为例，通过

调查研究，分析毕业生就业现状、就业特征，探索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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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Stable Employment" of Fresh College Graduat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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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were 8.74 million fresh college graduates in 2020 and 9.09 million fresh college graduates in 

2021, an increase of 350,000.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employment problem of graduates is very serious. 

How to promote the "stable employment" of fresh college graduates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Taking H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raduates' employment, and explores the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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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强调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并把稳就

业放在首位。2020年以来，面对新的形

势，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多项政策稳

定居民就业。2021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工作视频会议指出，2021年

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将达到909万人，同

比增加35万人。同时，2020年度仍有毕

业生未就业。因此，新形势下如何推进

应届毕业生“稳就业”，是各高校就业工

作的一道必答题。 

1 综合调查与样本数据情况 

本文以H省部分高校2020届和2021

届毕业生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星”

进行网络问卷调查，以2021年应届毕业

生为分析对象，对比与2020届应届毕业

生相同选项。为保证数据有效，仅联系

毕业生传发问卷，或联系毕业班辅导员、

班主任协助发放问卷。问卷设置26个问

题，包括就业意向、就业影响因素等，

共收回373份，剔除无效问卷53份，参与

本次调研的高校毕业生有效样本共 320

人，男生 217人，占67.81%；女生103，

占32.19%。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分

别有79人、211人和30人。样本数据包括

管理学（28.7%）、工学（15.5%）、教育

学（11.3%）、经济学（10.5%）、理学（10%）、

医学（8.9%）、文学（8.1%）、艺术学

（5.0%）、法学（2%）等12个一级学科门

类。从毕业生样本数据看，目前已就业

人数为225人，占70.31%，未就业人数为

95人，占29.69%。 

2 新形势下应届毕业生群体的

就业特征 

2.1已就业应届毕业生特征 

在本次调研中共包含已就业人数

225人，呈现出以下特征： 

2.1.1就业岗位与专业对口率较

高，且仍在变高，未来继续从事本行

业意愿高 

调查数据显示，74.3%的被调查者认

为就业岗位属性与其本身专业相符合或

比较相符，10.4%的被调查者认为其岗位

与专业的相关性一般，15.3%的被调查者

认为不相关或很不相关。与2020年5月份

的调查数据对比发现，今年的毕业生就

业岗位与专业对口程度有较大的涨幅，

2020年的数据显示岗位与专业对口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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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或比较相符的占61.8%，认为不相关或

很不相关的占27%， 2021年这两项数据

分别增加了12.5%，减少了11.7%。 

2.1.2应届毕业生薪酬差距大，且差

距仍在扩大，薪酬保障体系逐步完善 

数据显示，有70.7%的已就业毕业生

税后月薪在5000～8000元，月薪在3000

元以下的占比7.4%，月薪在3000～5000

元的应届毕业生占8.4%，月薪在8000～

10000元的应届毕业生占10.4%，月薪在

10000～15000元的应届毕业生占1.5%，

月薪在15000～20000元的应届毕业生占

1.2%，月薪在20000元以上的应届毕业生

占0.4%。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同为H省内

高校应届毕业生，工资差距较大。 

同2020年的调查数据对比发现以下

几点差异：一是，2021届应届毕业生薪

酬差距在扩大；2020届应届毕业生中并

未出现月薪20000元以上的，而2021届则

出现了0.4%；而月薪3000元以下的应届

毕业生仍然占有一定比例。二是，2021

届应届毕业生月薪在3000元以下的比例

大幅减少。 

2.1.3就业满意度较高，就业违约率

降低 

通过对已就业学生的就业满意度调

查发现，总体满意率超过86.3%，其中非

常满意占48%,一般满意占23%，不满意占

6%。就业违约比例，2021年是8.7%，相

比于2020年减少了5.1%，减少违约的原

因主要有对工资待遇满意（30.3%）、认

为职业发展前景较好（28.6%）、工作岗

位满意（16.1%）、不想重新找工作

（9.4%）、工作强度适中（10.6%）、其他

（5%）。 

2.2未就业应届毕业生特征 

2.2.1就业积极性不高，求职欲低 

部分学生不着急找工作，就业的积

极性不高，求职欲低。未就业的影响因

素调查结果显示，因专业限制占24.5%，

自身经验缺乏占30%，获得就业信息少占

18.8%，疫情导致无法实习占29%，自身

能力问题占11%，无就业打算占9%。 

2.2.2公招公考和考研失利者复考

意愿较强烈 

调查的对象中，报考公务员或者事

业单位的学生达28%，考研学生达32.6%，

同时参加公招公考和考研的学生超过

10%，大部分学生在考试失利后仍然会选

择继续报考。对考研的学生来说，今年

考试失利，可以选择来年再考，升学考

试失利的应届毕业生中，63%的学生选择

第二年继续考试，而这些复考的学生中，

仅有48%的人会先找工作，边工作边考

试，52%的学生直接放弃找工作，继续投

入考研的大军中。 

2.3招聘情况的其他特征 

2.3.1求职途径变多，线上招聘作用

变强 

2021届已就业毕业生 终就业单

位主要是通过校园招聘（现场招聘、校

园官网发布招聘），网络招聘（网络双

选会、就业APP），直接向用人单位申请

等渠道，其中网络招聘相比于2020年出

现大幅增长。 

2.3.2从众心理较强 

调研数据发现，无论是已就业群体

还是未就业群体，都呈现小群体化趋势，

即以宿舍为单位或是更小的朋友圈中往

往呈现共同就业状态趋势。81.2%的被调

查者表示朋友就业后，自己也会非常积

极的去就业，仅有9.7%的被调查者表示

朋友就业与否并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就业

态度。 

3 新形势下应届毕业生就业问

题分析 

3.1从已就业群体特征看存在的

问题 

3.1.1就业后违约率上升 

应届毕业生一般从大四上学年的秋

招开始找工作，此时的学生经验不足，

部分学生在选择就业去向时，难免出现

跟风现象，同学签了哪里自己也签哪里。

也有小部分同学看到周围的同学都签了

就业协议，内心着急，就随便签一家企

业就业。这样从众或者仓促签约的就业

是不稳定的，当学生在春招中发现更好

的就业去向后就会毫不犹豫的违约，再

重新签约新的企业。 

3.1.2薪酬保障体系虽在完善但仍

不理想 

毕业生在择业过程中 关心的还是

薪酬保障。近年来，虽然员工的保障体

系在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企业给员工

提供五险一金甚至是五险二金，但这些

企业大多是国企、事业单位、合资企业，

而很多中小企业在薪酬保障中还是缺乏

力度，不利于员工的长期稳定。 

3.2从未就业群体特征看存在的

问题 

3.2.1“慢就业” 

毕业生的就业积极性不高，在就业

时选择逃避就业的难题。就业积极性不

高主要受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影响，

主观因素主要包括心理因素、能力因素

等，客观因素包括获取就业信息渠道少，

无法实习，疫情防控导致外出受限等。 

3.2.2“先就业再择业”观念的缺失 

未就业的群体中，有部分学生因为

对意向岗位的期待较高，以至于未找到

心仪的企业就一直等。而好的企业，求

职的竞争压力更大。若没有进入到理想

的企业，部分学生仍然不会选择先就业，

而是一直处于择业的状态，直至找到满

意的工作。公招公考以及考研失利的同

学中，有不少选择继续参加其他事业单

位的招考或者考研二战，这无疑对就业

产生了巨大阻力。 

3.2.3线上招聘的接受度不高 

线上招聘确实有简化流程、降低成

本、减少疫情传播风险等优点，但也存

在一些现实的弊端。学生对线上招聘的

接受度不高，影响其就业。 为突出的

是，学生对于线上招聘信息的筛选收

集不到位，参加线上招聘需要学生提

前注册申请，提交简历，有些学生不

了解操作流程，甚至怕麻烦就放弃参

加线上招聘。 

4 新形势下实现高校“稳就业”

对策分析 

4.1聚焦毕业生，差异化就业指导 

4.1.1开展就业观教育 

疫情加速了行业的更替调整，同时

企业的用人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企

业招不到人，学生找不到工作的矛盾局

面。高校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引导学生先就业再择业，在就业竞争较

大的情况下先就业，保证有一份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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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待日后通过锻炼，提升自身能力，

积累了更多的工作经验后再去追寻更好

的工作。 

4.1.2加强就业心理压力疏导 

应届毕业生本就在写毕业论文、论

文答辩等方面焦头烂额，就业的压力让

本来心理承受能力就比较差的一部分学

生对于就业找工作更加忧心，产生了抵

触、逃避、焦虑的不良情绪。高校在考

虑就业率的同时，也要关注毕业生的心

理健康状况。对于因心理压力造成抵触

就业或者找不到工作的同学，高校要积

极地采取心理危机干预，加强毕业生的

就业心理疏导。 

4.1.3有针对性开展就业创业指导 

高校就业工作者要把握每一个学生

的就业动态，针对不同情况的学生开展

差异化的就业指导。对于家庭经济困难

的学生，要尽可能地提供求职关怀和就

业指导。对于就业困难、多次求职失败

的毕业生，高校要提供一对一地就业指

导，帮助学生分析失败的原因，重拾信

心，提供就业咨询直至学生找到工作。

对于求职技能较差的学生，高校可以通

过举办求职训练班，传授面试等技巧。

对于不同专业的同学，需相对应地提供

不同的就业指导，精准定位，差异化指

导。针对不想就业而想创业的毕业生，

需提供创业指导和创业支持，帮助学生

创业，从另一个方面实现“稳就业”。 

4.2增强校企合作，协同育人 

4.2.1引进资质高的企业，尽可能为

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首先，高校在引进企业时，可以进

行企业考察走访，调查企业资质，保证

所引进的企业资质较高，避免毕业生出

现因经验不足，而签约无资质企业的情

况，影响其就业质量。其次，校企合作

的企业可以为学生提供就业实习岗位和

人才培养计划，学生在企业实习，对企

业文化认可、工作内容熟悉，工作更容

易胜任，毕业后可以直接签约校企合作

单位，就业更加稳定。 

4.2.2高校引进薪酬保障完善、透明

的企业 

设立企业开展招聘会准入的门槛，

用人企业来校或者在线上开展招聘会

前，高校就业工作人员需提前了解用人

单位的基本情况，做好审核工作，提升

就业服务。对于虚报薪酬福利、隐瞒真

实工资的企业，要拒之门外，减少学生

被不实薪酬待遇的企业所欺骗，有效避

免解约、违约的情况发生，为学生找工

作保驾护航，推进实现“稳就业”。 

4.2.3校企共同育人，推进高质量

就业 

新形势下，学生找工作时专业不对

口，学生在校学习的专业知识与实际工

作的要求结合不上，学生缺乏实践经验，

这些都会导致企业用工难、学生找工难

的矛盾。校企合作共同育人，可以对照

企业用人要求针对性地培养实用型人

才，实现学生的高精准高质量就业。 

4.3做好就业多渠道管理 

4.3.1建立就业信息化平台 

通过校园招聘网、就业服务公众号

等平台，将收集整理的招聘信息及时进

行发布，让学生可以及时获取就业信息。

同时，可以收集学生的求职材料，根据

学生的求职意向以及自身专业、期望薪

酬进行岗位匹配。对于岗位匹配度较高

的，进行岗位推荐，帮助学生定位适合

的岗位，从而推动就业。 

4.3.2扩宽就业渠道，线上线下双道

进行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线上招聘

保证了既减少人员流动又能稳定就业，

因此线上招聘也成为了当下热门的招

聘方式，深受用人单位和学生的欢迎。

高校要紧跟社会形势，尽可能地采用线

上线下双道进行的方式，扩宽就业渠

道，增加学生就业的选择，切实推进学

生就业。 

4.3.3加强线上就业服务工作 

提供线上信息筛选、制作简历、投

递简历、线上签约等一系列服务。高校

可以在学生就业前组织开展线上就业指

导讲座，由专门负责就业的教师给学生

培训讲解就业形势、视频面试、线上签

约流程等事项。信息化开展就业指导，

做好线上就业服务工作，持续推进高校

“稳就业”。 

5 结语 

新形势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较

大。差异化的就业指导，校企合作、协

同育人，就业多渠道管理等，是推进大

学生稳就业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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