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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work	of	employment	guida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of	vocational	college	graduates	are	not	
difficult to find a job, but to find a suitable job. Employers can not find suitable employees and graduates “slow employment” 
phenomenon persists at the same time, and has a further worsening trend. As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graduate employment, how 
schools adjust their work ideas, improve their working methods, avoid students from “slow employment” to “lazy employment” and 
“non-employment”, and provide more accurate employment guidance services for such students, is a problem to be solved.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work	situ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how	to	build	an	effective	employment	service	system	in	the	face	
of	the	“post-00”	slow	employment	group,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graduates	to	achieve	higher	quality	and	fuller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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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00 后”毕业生“慢就业”群体就业力分析及就
业服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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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就业指导工作中发现，高职院校毕业生当前的就业困难，不是找工作难，而是找到合适的工作难。用人单位用人难和毕
业生“慢就业”现象持续存在，并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学校作为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主体，怎样调整工作思路，改进
工作方法，避免学生由“慢就业”演变为“懒就业”“不就业”，并为这类学生提供更精准的就业指导服务，是亟待解决
的问题。结合实际工作情况，探索学校在面对“00后”慢就业群体时如何构建有效的就业服务体系，对推进毕业生实现更
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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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第一批“00 后”大学生毕业，与往届毕业生相比，

“00 后”个性更加鲜明，求职上存在显著差异，家庭也更

支持学生的多元就业选择。同时，高校毕业生规模逐年增加，

经济下行业压力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就业形势愈加严峻，毕业

生“慢就业”现象也愈加凸显。本研究根据问卷调研，对“00

后”学生的就业力进行分析，并从学生的角度对产生“慢就

业”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

2 高职院校“00 后”毕业生就业力分析

2.1 就业力分析模型
依据权威生涯理论，结合国内高校学生实际就业过程，

在社会认知职业发展理论的指导下，设计出就业力诊断模型

（图 1）。

根据就业诊断模型设计了从就业意愿、目标认同、工

作分析、人力资本信心、求职机会挖掘、求职表现力、监控

调节、求职效能感 8 个维度的调研问卷，了解学生产生“慢

就业”心理的原因，分析学生在就业力方面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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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

云南省某高职院校的调研数据，共搜集到 4 个学院不同专业

的 2674 名学生的问卷数据，由于测评中含有测谎题，删除

无效数据后，有效数据 2063 条。且调研发现，参与调研学

生普遍为 2002、2003 年出生人群，即为“00 后”毕业生典

型代表。

2.3 结果分析

2.3.1 “00 后”毕业生整体就业力倾向分析
整体来看，参与调研学生的就业力总分平均分为 5.53

分（得分范围为 0~10 分），处于中等水平（图 2）。在就

业力的 8 个子维度上，学生在就业动机、工作分析两个维度

上表现良好，得分最高；但在求职机会挖掘、人力资本信心

两个维度上表现较差，得分最低。

图 2 学生在就业力总分及子维度上的得分情况

2.3.2 各维度分析
①就业动机子维度分析。

从就业动机看，参与调研学生的主动动机得分（6.79 分）

高于被动动机得分（2.25 分）。在主动动机的具体题目上，得

分最高的是“毕业后工作可以经济独立，这点吸引我”，为 7.73

分。在被动动机的具体题目上，得分最高的是“工作后的收入

可以帮助家里分担压力，所以我愿意就业”，为 7.23 分。

从具体就业意向看，参与调研的学生当中，31.92% 的

学生不挑单位性质，除此之外，学生最青睐的三种单位是事

业单位（24.76%）、国有企业（10.42%）、自主创业（10.42%）。

从感受到的专业就业范围看，参与调研的学生当中，

15.64% 的学生认为自己专业的就业范围非常窄。感受到的

就业范围是学生立足专业开展就业的基础，如果感受到“狭

窄”，学生就容易在就业过程中容易催生“迷茫”“焦虑”

的情绪。

②目标认同子维度分析。

目标认同围绕学生“是否有目标”“目标是建立在信

息基础上的理智决策吗”来展开。分为清晰度、稳定性、信

息力三个部分。

清晰度，指能够说出具体的、明确的、正式的目标岗

位的名称，而不是笼统的方向、大类。

稳定性，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坚信这是自己

的目标。也就是短时间内这个目标不会因为外界的某些看法

或内心的犹豫而改变。

信息力，指目标的确定是建立在对自己的兴趣能力对

各种选择进行信息探索和比较的基础上明确的，是明智周全

的决策。

学生在目标认同方面的得分中等，为 5.68 分（得分范

围 0-10 分）。在目标认同的三个子维度上，信息力得分最高，

为 6.18 分，其次是稳定性， 为 5.86 分，而清晰度得分最低，

为 4.01 分。

对于参与调研的学生而言，在“自我探索”上得分最高，

为 6.56 分，在“外部探索”上的得分最低，为 5.77 分，呈

现出“对外探索”的封闭性，缺乏对于外界职业世界的探索

和分析。

2.3.3 人力资本信心子维度分析
人力资本信心衡量的是学生根据自己当前的学习实践经

历，判断自己在求职市场和未来职场中是否具有足够的竞争

力。参与调研的学生人力资本信心较低，为 4.51 分。在人力

资本信心的具体题目上，学生在“学历水平信心”上得分最高，

为 4.91 分，在“实践经历信心”上得分最低，为 4.63 分。

2.3.4 求职机会挖掘子维度分析
求职机会挖掘包括知道如何挖掘就业机会，能够积极

主动地利用各种渠道和资源获取想要的就业信息，并对所获

信息进行整理评估。在学生求职过程中，缺乏获得职业信息

的渠道、缺乏关于职业的信息等往往导致学生无法做出职业

决策，确定职业目标。参与调研的学生在求职机会挖掘上的

得分较低，为 4.74 分。在对自己求职机会挖掘能力的评估上，

学生在“已知渠道利用率”上得分最高，为 5.94 分，在“现

有信息满足度”上得分最低，为 3.4 分。

从求职机会挖掘的投入度看，参与调研的学生中，只有

图 1 就业力诊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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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5% 的学生采取了搜集就业或者实习工作信息的行动。在采取

信息搜集行为的学生当中，想了但没行动的学生高达 59.61%。

2.3.5 工作分析子维度分析
工作分析是学生围绕自己的求职目标，评估对于职业

世界的了解程度， 包括对目标岗位、目标岗位所在的组织、

行业、社会发展趋势等多方面的了解情况。是针对性求职的

必要，也是在简历和面试胜出的关键。参与调研的学生在工

作分析的得分上为 5.76 分。在工作分析的具体内容上，了

解情况比较好的是：薪酬信息掌握度。了解情况比较弱的是：

职位明确度。

2.3.6 求职表现力
求职表现力代表学生在求职过程中“自我营销的能力”，

对于求职学生而言，人际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主动性

是必备的自我营销能力。参与调研学生的求职表现力处于中

等水平，为 5.71 分。

从具体求职行为看，有 22.8% 的学生没写过简历，

16.29% 的学生至少针对 1 个职位写过简历。

在写过简历的学生当中，有 36.48% 的学生没有投递过简

历，人数占比最多，其次是 21.82% 的学生投递过 1~2 份简历。

参与调研的 77.2% 的学生没面试过，人数占比最多，

其次是 10.1% 的学生面试过 2~3 次。

2.3.7 监控调节
监控调节代表的是学生管理个人求职过程中的计划、

情绪、复盘、反思、求助等的能力，也就是调动自己和外界

资源实现目标的能力。参与调研的学生在监控调节能力上处

于中等水平，为 5.57 分在监控调节的具体表现上，学生在“他

人支持的有效性”上得分最高，为 6.08 分，在“求职进度管理”

上得分最低，为 5.16 分。

2.3.8 求职效能感
求职效能感指的是个体能够执行获得新工作所需要的

行为的信念，代表的是“我有信心获得我想要的 offer”。

求职效能感会影响到学生的求职意图、求职行为、求职能力、

求职强度、社会支持和求职结果等。求职效能感越高，学生

在求职过程中就越能坚持求职目标，付出求职努力的愿意程

度也就越高，并且能够采取有效的态度、思维方式和行为来

应对求职中的挑战。参与调研学生在求职效能感上处于中等

水平，为 5.19 分。在求职效能感的具体表现上，学生在“问

题解决信心”上得分最高，为 5.93 分，在“岗位竞争力信心”

上得分最低，为 4.54 分。

3 高职院校“00 后”毕业生“慢就业”成因
分析

“慢就业”现象的产生有社会经济、学校、家庭等客

观方面原因 [1]，也有学生个人的主观方面原因。从社会层面

看，就业市场供大于求，未来国内经济下行业压力仍然存在，

通过刺激内需拉动经济的增长还需要一个过程。从家庭层面

看，“00 后”进入劳动力市场，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

家庭也支持学生的多元就业选择，应届毕业大学生较多地关

注工作环境、工作福利、工作强度等方面，却忽略了初入职

场的个人提升与发展 [2]。本研究根据问卷调研，从学生的角

度对产生“慢就业”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

3.1 学生求职目标不够清楚
从调研结果来看，68.99% 的学生有意愿继续深造（第

一选择为深造，如果失败再考虑工作 + 深造和找工作一起

兼顾），21.48% 的学生倾向于直接就业（第一选择就是就

业 + 考研希望不大，只能就业）。85.54% 的学生处于较健

康的求职动机状态，并且主动求职的得分高于被动求职的得

分，65.56% 的学生对就业抱有积极期待。可见我校 2020 级

学生对就业持有积极期待，且有较为健康的就业动机。

与对就业的积极期待形成对比的是，有 56.68% 的学生

对就业感到茫然，这种茫然与学生对求职目标的清晰感知

有关。学生在目标认同的子维度“清晰度”上的得分为 4.64

分为目标认同的三个子维度中得分最低的子维度。而求职目

标不清晰，将对整个求职过程的开展产生较大的影响。

3.2 学生求职机会挖掘能力有待提高
调研发现，在就业胜任力的 8 个维度上，求职机会挖

掘得分倒数第二（4.71 分）。进一步分析发现，学生在现

有信息满足度上的得分也较低，为 3.41 分，学生获取求职

信息的常用渠道比较单一，只有两种方式超过 50%。另外

学生在信息力的外部探索为最低得分（6.06）这说明学生

缺乏对就业机会和外部环境信息的了解。在能够说出与专

业相关的职位数量里，理想的状态是能说出 15~20 个专业

相关的就业岗位，而达到这一标准的人仅占 0.81%，说明

学生对职业世界的探索不足，这是“慢就业”现象发生的

重要原因之一。

3.3 学生缺乏求职实战经验和工作分析训练
参与调研学生整体表现出对于求职的本质理解不够，

缺乏求职实战经验。有 68.47% 的学生还没面试过，82.98%

的学生还没有拿到过 offer。在简历的表现力子维度上也表

现欠佳。另外学生在监控调节方面最低的子维度是求职进度

管理，为 5.47 分，对求职进度管理，求职流程，及时跟进

求职进度等能力不足，导致求职进展不佳。

4 从学校角度解决“慢就业”问题的策略——
构建“五位一体”的就业服务体系

在围绕上述就业力 8 个维度展开调研的基础之上，对

参与施测的学生进行分流，根据学生的分数判断其在就业指

导方面的需求，进而贴上相应的标签（表 1），帮助学校优

化配置资源，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提升就业服务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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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着力构建“就业 + 心理”双指导模式
开展就业“润心”活动。依托心理咨询中心和就业创

业指导服务中心，着力构建“就业 + 心理”双指导模式，

将职业指导与心理咨询相结合，围绕就业观念、心理疏导、

职业规划等内容为学生提供更加专业化、个性化的指导服

务，帮助学生提升求职抗挫能力，增强求职动力，树立健康

积极的求职心态。在一对一咨询过程中一方面应该积极引导

学生的就业期待心理和主动就业动机，促进学生形成主动的

就业行为；另一方面又需要注意学生对就业的迷茫情绪，通

过帮助学生梳理自身情况和职业信息，使学生学会拓展、确

定职业目标的步骤和方法，树立积极的就业观。

4.2 优化就业课程体系
加强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的体系建

设，强调就业指导课的主阵地 [3]。通过就业课程体系课题教

学进行职业定位训练，逐步明确学生的个人求职目标。解读

就业形势，树立积极就业观。从社会层面分析造成学生就业

“难”的原因，教会学生了解到当前就业政策背后的劳动力

市场的时代特征，认识就业形势。

在课程中增强学生在就业中“自我营销”的意识，提

升学生的“求职表现力”。开展简历训练、简历辅导训练，

学习简历的撰写和修改策略，为求职做好准备。针对学生求

职过程中弱势的地方，增加讲座与培训，提升学生对目标职

位的工作分析能力。

针对缺乏获得信息的渠道的普遍现状，在就业指导过

程中，需要将拓宽就业信息渠道作为重点，引导学生从多种

途径获取丰富的就业信息。以知晓、利用本校就业信息资源

渠道为主，尝试拓展其他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为辅，同时加

大对国家政策信息的关注。对就业中常见的信息搜集渠道进

行讲解，提高学生信息收集主动性，进行信息素养训练。

4.3 重视创新创业教学研究
围绕学校各专业学科核心概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评价体系、学生特点等，根据相关学科特色和专业发展定

位制定相应的教学方法，将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

合，完善创新创业实践体系，多渠道培养大学生创意实践技

能。采用课题制教学形式，以项目实践的方式创设情境，提

升真实体验感，增强教学实效性；采用项目孵化方式，支持

学生在教学实践基地增强创业体验，提高管理能力，定期开

展创新创业技能训练类工作坊，为志愿投身创业的大学生提

供对口服务 [4]。依托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平台，赛教融合，模

拟市场运作，激发创新活力，增强创业意识，提升实践技能。

4.4 深化校企合作实训
深化开源拓展岗位。持续做好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

业专项行动，加大各二级学院的访企拓岗力度，全面深化校

行、校企合作，千方百计拓展就业创业岗位和机会。常态化、

多渠道开展校地校企合作人才供需对接，加强学院和企业

间的联系，也为毕业生与企业之间搭建起双向选择的平台。

同时基于“一生一策”的模式，对学生进行诊断—分流—干

预，掌握每个学生的资源需求，建立学生的生涯档案并持续

跟踪，从而在掌握学生动态需求变化的前提下利用信息化的

方式达到精准输送。

组织举办企业文化展，每年邀请 6~12 家企业同期展示，

每家企业安排 1~2 名招聘经理进行文化实物宣传或影音介

绍。展览同期开展招聘宣讲、就业咨询、实习生招聘、企业

茶话会等活动，让学生和企业在面对面的接触中深入了解，

从而达到学生和招聘企业双选、双赢的目的。

4.5 开展多元化就业工作坊
开设就业指导工作坊，全程化培养学生就业素质。工

作坊以团体为对象，可充分利用教师资源、校友资源、校企

表 1 就业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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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单位、招聘合作单位等资源，设计工作坊主题，通过团

体内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促使个体在交流中通过观察、学习、

体验等行为以改善个体的认知和情感、解决相关问题、提升

能力、带动思考、激发潜能。与就业指导课不同，就业指导

工作坊强化实践动手环节，学生全程参与，师生实时互动，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5]。

5 结语

毕业生就业，既关系家庭幸福，也关系到国家长远和

社会和谐稳定。学校作为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主体，要主

动改进工作方法，构建多方联动“五位一体”的就业服务体

系，做好学生生涯规划的启蒙者、就业方向的引领者和职业

探索的开拓者，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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