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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土木工程专业的就业趋势在我国基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持续走高，但随着应届毕业

生人数的增加，市场也对毕业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的就业压力陡增。因此，了解

学生的就业现状，探究合理的就业策略，是解决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就业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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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mployment trend of civil engineering majors has continued to ri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frastructure.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fresh graduates, the market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graduates, and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of 

civil engineering students has increased sharply.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students and exploring reasonable employment strategies are the key to solve the employment problem of civil 

engineeri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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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 

大学生就业问题一直都是社会热点问题。2020年起，国内

经济增长趋缓，使本就严峻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 直接的表

现就是企业生存难度加剧，就业问题愈发凸显，给毕业生求职

增加了不利的客观因素。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基础设施以及

道路交通的投入, 使得当前土木工程行业依旧处于黄金发展时

期,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促使本科毕业

生自主、乐意就业。通过对Z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就业现状进

行调研分析，有利于发现土木工程专业在就业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应对策略。 

1.1择业范围相对较窄 

Z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就业形势虽然较好，但毕业生的职业选

择范围相对有限，主要集中在地下工程、房屋建筑等施工监理

单位从事设计、咨询、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且设计类和科研类

单位基本不面向应届本科毕业生进行招聘，土木工程专业毕业

生择业范围相对较窄，见表1。 

表1 2021届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就业专业相关度情况分布 

很相关 相关 基本相关 不相关 很不相关 相关度

23.21% 32.14% 23.22% 16.07% 5.36% 78.57%

 

如表1所示，2021届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专业相关度

仅为78.57%，较之Z学院其他专业处于中等水平。且近年来土建

类行业就业门槛提高，就业口径缩小，对口单位招聘岗位减少，

致使部分毕业生不得不跨专业就业。 

1.2就业方式趋于多元 

表2 2019-2020年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表 

年份
总人数

（人）

就业人数

（人）

升学人数

（人）

出国人

数（人）

创业人数

（人）

2019 149 117 26 2 4

2020 142 103 30 2 7

2021 117 89 25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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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往年相比，土木工程类用人单位的招聘需求有一定的下

滑，毕业生就业岗位数量明显减少。受此因素影响，多数毕业

生不再把签约就业当作唯一出路，转而寻求其他毕业去向和路

径。对近三年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统计，见表2。 

如表2所示，近三年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的考研率逐年上

升，除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外，相对艰苦的工作条件也促使部分

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以期获得更高的就业起点。同时，随着我

国居民收入不断提高，越来越多毕业生选择出国留学。国外高

校的土建类专业学术水平普遍较高，可选择的学校也相对较多，

申请通过概率较大，因此留学也成为毕业生的选择之一。土木

工程专业创业较难，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行业背景支持。但

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扶持下，仍有毕业生迎难而上，从零开始，

在建筑行业闯出自己的一番新天地。 

1.3职业期待吻合度偏低 

职业期待吻合度是反映毕业生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也被

作为人才培养方向的重要参考要素。对Z学院2021届土木工程专

业毕业生职业期待吻合度进行调查，见表3。 

表3 2021届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职业期待吻合情况 

很符合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很不符合 符合度

12.86% 20.26% 47.35% 16.62% 1.91% 80.47%

 

虽然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的职业期待符合度达到了

80.47%，但与Z学院其他专业相比仍旧偏低。根据Z学院2021年

《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统计数据，毕业一年内，土木工程专

业有17人至少换过1次工作，约占就业人数的19.1%；有11人换

过2～3次工作，约占就业人数的12.3%，就业流动性较高。毕业

生职业期待吻合度偏低、就业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违约行为，与

土木工程专业就业环境的特殊性、家庭影响、就业政策的变化

息息相关，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2 土木工程专业就业中存在的问题 

2.1就业积极性不高 

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积极程度被视为就业积极

性，就业积极性不仅体现了毕业生的内在动力，也反映出毕业

生的内在需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揭示了人的行动动机来

自对未满足目标与欲望的追求，其需求层次通常被描述成一座

五层的金字塔模型，从下到上需求分别为：生理、安全、归属、

尊重和自我实现。对毕业生来说，一份稳定的工作至少可以满

足“生理”和“安全”两个层次的需求。“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

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毕业生接触社会较

少，就业观不甚完善，部分毕业生仍持有传统思想，只把求职

目标放在薪资福利优厚的知名企事业单位上，希望一步到位，

直接达到“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高层次需求目标。

从近三年就业数据来看，虽然Z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就业率保持稳

定，但与2020年之前相比，入校招聘的知名企事业单位提供的

岗位数量有所减少。就业观念的固化和就业市场的变化都对土

木工程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积极性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就业的结

构性问题进一步凸显。一方面，即使一再建议“先就业，再择

业”，部分学生仍无法看清就业形势，不愿转投中小企业；另一

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的家庭可以承担学生成功就

业前的居家成本，这也是导致毕业生就业积极性下降的主要原

因之一。 

2.2女大学生就业难 

Z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男女生比例为9:1，女生数量极少，

这也受到土建类专业的学科特点影响。与男生相比，土木工程

专业的女生就业时更难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即使被相关单位

录用，大多也被安排在行政、文秘等岗位上。土木工程专业女

大学生就业难，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行业工作性质。

土建类单位的工作环境大多比较恶劣，工作条件艰苦，工作时

间和场所不固定，这对从业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其二，自

身因素影响。土建行业就业环境的苛刻使她们在择业时会有更

多的考量。从生理方面，较男生而言，大部分女生身材矮小，

力气较弱，一些需要体力劳动的工作做起来相对费力；从心理

方面，女生心思细腻，注重细节和感受，这也导致她们在工作

中更易受挫，因此大多数女生愿意选择更加稳定的工作。其三，

社会环境因素。“几千年来, 男女性之间分担了不同的社会责任

和地位，男主外, 女主内。”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女生在就业过程

中困难重重，很多土建类单位也从主观上回避女性。在这种大

环境下，大多数女生不得不放弃所学专业，另觅他途。 

2.3行业发展背景下求职难 

随着市场环境的日益复杂和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 建筑单

位也面临着新的挑战。2022年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十

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对建筑类企事业单位提出了新的要求。

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新发展阶段的开局起步期，也是加

快建筑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建筑业迫切需要树立新的发展思

路，将扩大内需与转变发展方式有机结合起来，从追求高速增

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式发展新路。受此政策导向影响，部分建筑

类单位目标开始由“做大做强”转变为“做细做精”。新的行业

发展方针促使就业市场对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提出

更高的要求, 建筑类企业招聘从注重数量过渡到注重质量，把

引进重点放在掌握云计算、BIM等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上，土

木工程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据统计，Z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更倾向于去国企、外企或行业龙头企业工

作，而这些单位恰恰更看重应聘者是否能对行业发展作出贡献，

即更青睐于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内行”。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

预计达1076万人，规模和数量创历史新高。而用人单位门槛提

高、毕业生人数规模增大的就业矛盾，将会导致供给侧与需求

侧之间的失衡进一步加大，供需双方均面临困境，就业问题进

一步凸显。 

3 土木工程专业就业举措 

受新冠疫情和经济下行影响，毕业生的就业进程较往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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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迟缓。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

区毕业生的回信中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切实

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克服新冠肺炎疫

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千方百计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热情支

持高校毕业生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提出

切实可行、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是解决土木工程专业就业问

题的关键。 

3.1强化针对性指导 

就业指导工作切忌“一刀切”，面对就业困难群体，应有针

对性地进行指导。如上文提到的土木工程专业女生就业难问题，

学院应结合市场需求，对土木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调

整，探索出一条适合本专业、可增加女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培

养路径。在就业指导方面，应引导本专业女生关注行业需求，

合理进行职业规划，树立正确的就业期待值。在校企沟通方面，

学院应采取有效措施，如提供交流平台、安排入企实习等，让

用人单位能够认可土建类女大学生的工作能力，改变传统观念，

在招聘时给与女生更多的机会。此外，针对持“缓就业”“慢就

业”思想的毕业生，学院应关注学生心理，通过思想工作矫正

学生非理性就业观；面对有实际困难的学生，要建立帮扶档案，

了解其就业现状、就业困难、就业意愿等，有针对性地进行指

导，以提升就业竞争力。 

3.2拓宽就业渠道 

为切实提高土木工程专业的就业数量和质量，学院应积极

整合校内外就业资源，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校园招聘是应届

毕业生就业的首选路径，也是应届毕业生成功率 高的就业方

式。建立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考研信息库、签约信息库、招聘

单位信息库，有助于帮助毕业生确立目标，精准就业。在牢牢

把握校内招聘渠道的同时，也要“走出去”，加强与各地用人单

位的沟通交流；充分利用行业内校友资源，为本专业招聘“引

流”。同时，在线上招聘形式占据主流的今天，应及时搜集国内

各大招聘网站的土建类招聘信息，关注建筑行业单位的招聘启

事，并仔细进行信息筛查与核对，在拓宽就业渠道的同时确保

就业信息的安全性。 

3.3深化校企合作 

深化校企合作是提高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有效

手段之一。学院应及时对毕业生开展就业跟踪调查，对用人单

位开展需求和用人反馈调研。对于重点招聘单位，应与其保持

密切联系，及时了解各单位的招聘计划；对来校招聘的单位，

应做好对接工作，积极宣传，引导学生参与宣讲会。学院应连

同用人单位制定培养方案，规划培养路径，即学院为本专业学

生进行理论知识的传授，用人单位安排行业能手为学生开展讲

座，并定期为学生提供项目参观、实地实习的机会，让学生参

与其中，熟悉和了解行业运作的各个环节，提高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也使学生在进入行业前对就业相关对口行业有

一个充分的认识。 

3.4加强就业服务 

优质的就业服务是确保毕业生顺利就业的重要支撑。就业

服务包括对学生提供就业指导、职业规划、就业帮扶等，从历

年经验来看，就业服务切忌搭乘“末班车”，应从学生入校开始

就做好就业启蒙工作。土木工程专业课程安排相对密集，教师

应充分利用课堂，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增加实践案例；学院

应延长结构化实验室的开放时间，让无法外出进行大规模、长

时间专业实习的学生可以在校内进行实操，注重提高学生的工

程意识和应用能力。针对应届毕业生，要做好就业意愿摸排工

作，并采取有效手段，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 

4 结语 

2022年，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但国家和地方的

积极就业政策给就业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土木工程专业具有

综合性、复杂性、实践性等特点，就业特征明显，就业趋势与

国家的形势政策密不可分。因此，学院要密切关注毕业生就业

现状，在遵循市场导向的情况下，积极统筹就业途径，适时调

整人才培养模式，完善就业指导体系，提高就业服务水平，从

而保障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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