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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the employment concept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has also changed. Some students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hoose “slow employment”. For example, some students choose to stay at home temporarily because of their good family 
conditions and lack of courage to enter the workplace. This “slow employment” phenomenon has the risk of turning into “old gnawing” 
phenomenon. Some students suffer setbacks in the process of employment, that is, the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 deviates from the ac-
tual job and they are unwilling to accommodate themselves, so they choose to avoid employment or “sell for the price”. These students 
lack the sense of urgency in the face of fierce competition in the talent market, which ultimately leads to the missing of the best opportu-
nity for employment.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of universities, graduates and recruitment units, the phenomenon of “slow employment” 
will eventually be 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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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成因探析与对策——以北京理
工大学珠海学院为例　
黄萃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中国·广东 珠海 519000　

摘　要

随着时代的进步，当代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学生属于主动选择“慢就业”，如一些学生家庭条件比较好并且
缺乏步入职场勇气而选择暂时在家待业，这种“慢就业”现象具有转变为“啃老族”现象的风险。一些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遭受
挫折，即心理预期与现实的工作岗位出现偏差而自身又不愿迁就，因此选择回避就业或“待价而沽”，这些学生面对激烈的人
才市场竞争欠缺紧迫感，最终导致错失最佳的就业良机。通过大学、毕业生和招聘单位的三方配合，最终改变“慢就业”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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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提高，社会和家庭开始关注个人利益

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发展。大学生“慢就业”现象的产生，与

大学生自身就业价值观、家庭环境的影响，高校人才培养方向

及社会多样性和宽度紧密关联。高校大学生有了各种各样的选

择。这种就业的自由性导致了现在社会存在慢就业的情况。

2 大学毕业生“慢就业”现象的成因

2.1 就业协议未能反映实际就业率

因设计专业多为“经验型”“技术型”工作，用人单位

往往要求求职者需在企业内至少有三个月至六个月时长的实习

期，才会考虑与其签就业署协议。有时因签署就业协议未能反

映实际就业率，且部分企业不重视签订合同过程，特别是以绩

效制作为薪资指标的企业，并不会及时与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

和三方协议。而中国内地高校就业率数据往往是根据三方协议、

灵活就业、自主创业、基层项目、升学的数据结果统计而成，

许多学生与教师均反映未能考虑该专业特殊情况。

2.2 就业机会不均衡

设计专业就业机会多，每年校招企业及招聘人数并不少，

但是该专业却面临就业机会不均衡的问题。由于设计行业具有



162

综述性文章
Review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3卷·第 03 期·2020 年 03 月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638

“开放”“新潮”“创新”“流行”等特点，其企业实力和招

聘人数沿海城市均远超于内地城市，知名企业及学生向往的企

业大量分布在一线城市及省会城市，就业机会极不平衡。

2.3 缺乏吃苦耐劳和承受挫折的能力

“95 后”大学生中独生子女的比例较大，在父母庇护和

生活无忧的环境中长大，缺乏磨砺的机会，不了解生活的艰苦

和不易。 同时，学校教育也缺乏意志品质的培养，导致大学

生缺乏吃苦耐劳和承受挫折的能力。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和

巨大的就业压力，一些学生不能勇敢面对，更多地采用回避的

消极态度，“工资高多、条件好、离家近”成了毕业生找工作

的标准，在这种心理的作祟下，慢慢沦为“慢就业”人群。

2.4 追求个性爱好和自我发展

当代大学生成长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享受着改革开放

后富裕的生活，有很强的自我独立意识，兴趣爱好广泛，个

性特点张扬、注重自身情感需求和自由，反对生活工作中条

条框框的束缚。 所以，在就业中追求个性化的发展 ，符合自

身的兴趣爱好，符合自己的个性特点，如果一时找不到满意

的工作，宁愿再等而不将就等，在一些高校的就业季出现了

“老师比学生急”，学校“唱独角戏”，就业宣讲会现场“招

聘人员比学生还多”的尴尬局面 [1]。

2.5 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

当代的大学生在一些错误的就业经验中打开了思路，以

前的大学生盲目地采用了旧的就业观念，但是随着时代的进

步和大学生观念的变化，毕业的大学生不再盲目地从事诸如

国有公司，国有机构和公务员等热门单位的工作，一些大学

生开始寻找自己的就业之路，也有部分学生开始了自己的创

业之路，通过寻找社会中的商机，实现自己的致富之路。学

生不再一味的追捧稳定的工作，而是根据自己的性格和特征

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学生的观念已经不再像以前那

样陈腐，而是开始追求创新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2.6 高校的就业政策和职业培训缺失

现在的大学中，人才培养计划与大学的实际就业要求之

间存在差异，因此，大学不能盲目地扩大学业课程的组成而

忽略其内在含义的构成。当前，大学课程设置，专业定位，

实践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落后，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传统

学科的构成保持不变，没有创新。招聘单位要求的专业知识

通常与大学提供的课程并不能很好的匹配，在大学毕业生就

业之后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投入对新就业的毕业生就

行培训。这些问题使毕业生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工作，

结构性的就业失衡，在求职过程中处于被动位置。大学生自

我意识让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个角色

都有其特殊的角色功能。根据角色理论，“社会角色是指与

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相匹配的一系列权利，规范和行为模

式。”从更广泛的社会角度来看，大学求职和就业过程也是

将角色从学生角色变为专业执业人员角色的过程。

如上所述，一些学生没有在就业过程中“慢就业”醒来，

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应该改变他们的社会角色。在长期稳定，

规范和程序化的校园环境中，大学生熟悉并适应学校的生活

和学生的状况，对毕业后身份角色的变化没有给予足够的重

视，并且对未来没有明确的立场。一些大学毕业生对他们的

就业和工作技能也缺乏信心，不想改变自己的身份，也不想

真正投资于就业活动。

3 北京理工大学学生“慢就业”问题概述

3.1 北京理工大学学生“慢就业”态度研究

在调查中，调查人员询问了大学生“您了解缓慢就业”和“您

对缓慢就业的态度”。当被问及“您知道慢就业现象吗？”时，

有 61.87％的学生不明白什么是慢就业，有 17.99％的学生回答

虽然他们就业较晚，但是他们不认为自己应该被归为慢就业的

行列，但是也有 20.14％的学生表示了解工作缓慢。他们认为，

缓慢的就业可以缓解目前就业的压力。当被问及学生对缓慢就

业现象的态度时，有 32.37％的学生说，他们对慢就业并不乐观，

他们认为慢就业对大学生的录用过程不利，应采取措施及时防

止这种现象。 53.96％的学生维持中立观点，他们认为这是学

生自己的选择，不应该通过其余的方式进行过度的干涉 。还有

13.67％的大学生对缓慢的就业现象表示支持和乐观，他们认为

这是未来大学生就业的普遍现象。总之，大多数大学生不了解

缓慢的工作，对缓慢的工作不甚了解，并且大多是中立的 [2]。 

3.2 慢就业现象会持有现在的态度的原因调查

接下来，研究人员对为什么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对慢就业

现象会持有现在的态度。当被问及“当前的经济状况是什么？”

时，有 70.5％的大学生认为经济状况是平均水平，12.29％的

大学生认为经济状况更加困难，而 7.19％的大学生则具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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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家庭经济条件。对于接受调查的学生，有 1.44％的大学

生过着富裕的生活，没有经济压力，而 7.91％的大学生则面

临经济困难，需要通过就业解决现有的经济问题 [3]。

调查人员问到“如果您处于慢就业的阶段，您会选择什

么？”时，回答对市场进行调研，为将来的初创企业做准备的

人数最多，为 150 人。回答考取公务员和当一名教育者的人数

分别为 70 和 65，其中回答最少的是“父母在家陪同”。这也

充分表明，由于家庭或个人原因，思想和意识有所不同。如果

您发现就业过程被延长，可能会觉得忧虑和担心，但是一些大

学生则有不同的选择。当被问及是否要推迟毕业以便寻找很好

的工作时，有 178 人选择“不，我不能进行毕业的推迟”，有

109 人选择“可以先进行毕业时间的推迟，这样可以在就业时

依然以一个应届生的身份寻找工作”。 毕业后，就业速度变慢，

但是很少有学生决定在这段期间继续学习或者实习获得经验。

这表明，大学生的慢就业不是暂时的，可以持续一段时间，而

大学生的缓慢就业与当前的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经济状况良好

的大学生毕业后更有可能选择更晚进行工作 [4]。 

当被问及“父母对缓慢就业的态度”时，他们表示约

40％的父母表示赞同和乐观态度，约 32％的父母表示反对。

剩下的父母则认为孩子应该等到他们做好准备的时候就行就

业，对慢就业的现象不支持也不反对。除上述问题外，我们

至少可以理解，不能支持和照顾大学生就业缓慢的家庭的经

济压力一般会更大一些。综上所述，面对缓慢的就业，不同

的态度和观念也会影响大学毕业生选择缓慢就业的机会，对

于大多数毕业生而言，他们一般将处于慢就业 1~2 年的状态，

然后他们去上班。此外，对于最慢就业的毕业生，他们的财

务资源来自父母，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支持子女缓慢工作。 

4 大学毕业生应对“慢就业”现象的策略

大学生慢就业的现象反应的是时代下社会问题，要想改

变这一基本现状，招聘单位，大学毕业生和高校都必须联合

起来，积极应对。现在简要的分析一下应对慢就业可以采取

的一些措施。当然，最根本的是大学的毕业生必须改变自己

的观念，尽早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 [5]。

4.1 招聘单位的应对策略

招聘单位必须及时调整其招聘计划，以应对毕业生的某

些“慢就业”状态，一些大学和企业也在做出调整和计划。同时，

毕业生必须了解情况，并在“慢就业”过程中尽快加入职业

计划。一些毕业生的就业方式在公司需求和学生选择之间发

生了变化，招聘差距已经形成，为了使企业有时间参加春季

和秋季的选举，大学必须积极与雇主合作，及时进行调整 [6]。 

4.2 改善就业创业环境，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坚实

保障

促进大学生又快又好地就业创业，离不开国家宏观调控

的政策支持。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拓宽就业创业渠道，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其次，

努力消除制度性障碍，为大学生营造积极健康公平的就业创

业氛围，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资金、技术和政策支持等。

再次，高校要加强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注重校园就业创业文

化氛围的营造，激发学生的就业和创业热情。最后，通过组

建优秀的就业创业指导教师队伍，完善就业创业培训课程体

系，帮助指导学生尽早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4.3 提供给学生更多实践机会

高校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教师不应局限于教学任务，

应该提供给学生更多的实践机会。专业教师均是有大量实践

经验并在工作中与校外企业有不同程度的接触，专业教师可

利用自身资源提供给学生更多的实践机会，让学生积累更多

地在实践中产生的“应聘筹码”。教师应根据自身对行业的

理解及市场需要，指导学生应理性择业。

4.4 毕业生的应对策略

毕业生必须在“低比率就业”中有明确的职业计划。对

于毕业生来说，找到更好的工作或找到更好的生活计划，才

能为您选择理想的就业岗位。毕业生不是理性的，经常会感

到困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哪些害怕找不到工作的大学

生经常会选择逃避当前的状态而不去找工作。在学生求职网

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有 33.36％的“低就业”人群有职业计划，

但其职业规划并不明确，没有一条明显的主线，近 20％的受

访者没有明确的职业计划。只有 20％的受访者有非常明确的

职业计划，并且知道将来要做什么并且其职业计划是合理可

行的。一些学者说，非理性的“慢就业”会发展成懒惰的就

业和对雇用的恐惧，制定职业计划有助于他们改善这种态度。

大学生越早计划职业，就越好。学生还需要在学习专业知识

的同时提高自我修养技能和就业率，并更好地应对未来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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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发展变化的需求 [7]。 

进入学校后，学生将接受全面的职业规划过程和职业指

导培训，深入分析自己，了解人格特质，并探索兴趣导向和

能力领域。当学生进入学校一段时间后，他们需要说明自己

的专业就业情况，并可以与年长者和其他沙龙活动分享经验，

以了解不同的替代就业方法并实现多样化的就业模式。 

4.5 高校的应对策略

高校应该建立职业发展咨询的支持系统，包括课程，职

业咨询和工作场所职业培训计划，以便学生清楚地了解自己

想要什么，可以做什么以及在生活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做什么。

职业规划可能不会立即产生结果，但会巧妙地改变学生的生

活并在毕业季节做出方向性的预测。高等教育要求调整人才

培养计划，以适应就业市场的需求，而学生首先看到的是基

本素质以及一般专业技能等培养，有的职业规划课程都应该

遵循市场的基本需求。当前，大学生在责任心，专业精神，

勤奋，心理素质和团队合作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而这通常是

雇主最看重的主要特征。高校要加大对职业规划，思想政治

等相关课程的评价，并及时调整人才培养计划，以满足就业

市场的需要 [8]。 

鼓励毕业生改变就业观念，设定合理的就业目标。对于

现有的“缓慢就业”群体，大学必须首先了解原因并针对学

生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专注于发展与未来职业发展

相关的技能。如果短期内未实现就业，则需要提供理解和支

持，并提醒学生注意关键环节和重大机会，提供贫困毕业生

的咨询可以提醒学生及时调整目标期望或增强他的专业技能。

学校可以建议就业目标不明确的毕业生积累经验，开阔视野。

特别是对一些身体健康存在问题的学生，应根据实际情况和

就业问题等残疾毕业生提供适当的指导 [9]。 

扩大毕业生就业渠道，以提高学生就业率为重点大学学

术部门需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并与外部资源联系，为学

生提供实习机会。建立无缝的信息传递机制，完善信息传递

平台。根据部门的性质或行业和学科的性质，及时披露有关

雇主对其他专业人士需求的信息将减少寻找就业信息的成本。

同时，在过去几年中，通过信息和专业知识作为指南，以平

均工资水平跟踪学校不同职业的就业情况，对就业市场中各

个行业的短期和长期发展进行了简要分析，从而使大学生能

够开发市场动态并根据就业情况调整就业。此外，各种学校

级别的学生组织或社区组织可以组织暑期实习实践活动，职

业规划比赛，专业技术比赛，工作场所心理戏剧等，为大学

生自主锻炼和改善社会互动提供机会和平台。学校可以开展

有具有发展专业工作技能和提高个人整体素质的能力功能的

相关课程 [10]。 

就业指导工作应从处于低年级的大学生开始，应向新生

和大二学生开始就业指导课程，让学生尽早规划好自己的职

业人生，避免时间的浪费。创业和职业规划等一般课程应该

以接近学生生活的方式进行，以便所有学生都能更好地理解。

职业规划课程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尽快规

划自己的职业生涯。面对失业的毕业生，学校必须在扩大学

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范围方面发挥根本作用。 

5 结语

在过去的几年中，“慢就业”变得越来越流行，但是大

学中的教师应该特别注意并指导学生不要盲目跟风。随着社

会的多元化，每个人对工作类型和工作内容的选择变得更加

丰富，并且与传统的择业方式不同，成为自由职业者和社会

工作者也是许多毕业生的选择。因此，学校，父母和招聘单

位应该能够为毕业生提供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并让学生根据

他们的兴趣选择他们的职业生涯和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1] 李宁 . 高校毕业生 " 慢就业 " 的缘由与对策 [J]. 人民论坛 ,2019(14).

[2] 武蓓蓓 . 高校毕业生 " 慢就业 " 现象成因探析与对策 [J]. 长江丛

刊 ,2017(25):210.

[3] 赖荣鹏 . 大学毕业生“慢就业”现象的原因分析与调适策略 [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9(8).

[4] 董宴廷 . 关于高职院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的研究 [J]. 农家参

谋 ,2019(2Z):210.

[5] 泮凯 . 浅析 90 后大学毕业生 " 慢就业 " 行为的应对策略 [J]. 山西

青年 ,2017(17).

[6] 郑东 , 潘聪聪 . 大学生提速“慢就业”的服务策略 [J]. 江苏高

教 ,2019(2).

[7] 杜园春 , 顾凌文 . 大学生“慢就业”现象调查 [J]. 时代邮刊 ,2018(17).

[8] 本刊编辑部 . 懒就业·暂就业·慢就业 [J]. 当代工人 ,2018(20).

[9] 蔡菁 . 别让“慢就业”虚掷了光阴 [J]. 幸福家庭 ,2018(10).

[10] 张莼波 . 提速高校毕业生“慢就业”[J]. 中国就业 ,2017(05):44-45.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6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