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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Issu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College 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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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and in view of the employment problems faced by college 
students,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to solve the employment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aspects of employment outlook, 
psychological quality, curriculum guidance, employment channels, etc., so as to alleviate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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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大学生就业问题及对策
葛月邻   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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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分析了现阶段的就业形势，并针对大学生群体面临的就业问题，从择业观、心理素质、课程指导、就业渠道等方面，提
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策略，以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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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由于各大高校的不断扩招，毕业生数量呈大幅

增长，2020 年年初受疫情影响，中国企业开始缩减人力成本，

“裁员”“减少人员招聘”成为上半年的热门话题，随着中

国对新冠病毒的控制，市场经济逐步恢复，企业对于人才的

需求也呈大量增加的趋势。高校作为输出新鲜“人才”的主

要出口，也承担着为企业、社会贡献人才力量的重任，并且

人才的质量也是高校教育的质量体现，毕业生数量的增加虽

然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人才的缺失问题，但是当毕业生走

入社会的同时，就业问题也接踵而来，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

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

2 现阶段就业面临的新挑战

2.1 劳动力结构的转变

2000 年伊始，中国逐步迈向人口老龄化社会，中国发展

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 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

展趋势和政策》预测到 2022 年左右，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

将占到总人口的 14%，实现向老龄社会的转变。老龄化社

会呈现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就是劳动力供给速度将会逐步

下降。

2.2 科技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经济发展离不开科技水平的提高，创业创新成为时代的

热潮，近年来，新兴企业的诞生对就业也提出了新要求，一

方面人才市场出现缺口，另一方面对人才要求也逐渐提高。

技术的发展对专业性岗位的要求也越来越严苛，招聘要求的

提升，使就业市场出现“用工荒”“招工难”等现象 [1]，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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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虽然在一定程度弥补了劳动力上出现的不足，但是也导

致了对低技术工人的替代，使得企业对低技术劳动工人的需

求下降。

2.3 新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

疫情带来的特殊年部分企业经济缺口变大，2020 年上半

年度的停工停产，企业盈利下滑人力成本缩减，开始出现裁

员与缩减人力成本，失业率也逐步增加，中国也正处于经济

转型、技术转型的新形势，经济速度对比以往也开始放缓脚步。

2.4 就业竞争压力愈发激烈

高校扩招，毕业生数量大幅增加，学生对就业岗位的要

求只增不减，很多学生在就业谈话中表示，满意的工作十分

难找，优选就业拉长了就业选择时间，学生更加摇摆不定。

加之学生要求待遇好、地理位置好、工作环境好的工作成为

毕业生在就业市场的新要求，对体制内的渴望使得毕业生在

毕业季竞争愈加激烈。

3 大学生存在的就业问题
3.1 就业形势趋于不平衡化导致学生就业压力大

在众多的就业困难的毕业生的表现上来看，学生发展的

不平衡成为重要因素。高校的专业设置、教学设置、人才培

养方案还在发展阶段，一些专业学科毕业的学生无法很快找

到适合自己的岗位，专业性、技术性人才的缺失使得企业在

高校招聘中“空手而归”。专业课程的设置对比社会发展的

现状还存在滞后性，学生所学科目与就业岗位不匹配的问题

屡见不鲜，毕业生无法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而在此类情况下，

进入到企业的毕业生，也会因为在就业岗位上不合适、学不

到东西等原因离职，企业也产生了对毕业生“留不长、留不住”

的窘困。

3.2 相对弱势群体存在较多就业困境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招聘平台层出不穷，招聘也变得

更加快捷化、透明化，而在“透明”的招聘条件下，“名校”“双

一流”等字眼也显得十分引人注目，除学历外，企业对于求

职者身高、血型、星座等明示、暗示的要求，损害了求职者

对于岗位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侵犯了劳动者的平等权。

毕业生在面临这些就业歧视与困难时，不但处于十分弱

势的地位，还会在身心健康、学业就业上承受巨大的压力，

就业困难这个问题不仅是学生的个人问题，其实还是与高校、

国家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

3.3 综合素质及技能储备不足以胜任社会工作

学生步入大学校园后，由于脱离父母的管束，缺少对学

习的自觉性，一时对大学生活、未来产生了迷茫，荒废了宝

贵的大学时光，有些学生大学生活状态单一，重专业轻基础，

为了“应付”考试而进行碎片式、间歇性学习，“根基不牢，

地动山摇”，这种状态下，毕业生在就业时就凸显了问题，

综合素质不高，就业效果不够理想。

3.4 众多心理问题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

当代大学生心理问题问题也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焦

虑、自卑、攀比、依赖”，一部分学生缺乏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不进行独立思考，盲目跟从网路论调，一部分

学生家庭条件较为优越，缺乏上进心，求职缺乏主动性，过

度依赖父母与教师的帮助，懒怠就业。

4 如何解决大学生存在的就业问题

当代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不仅是高校面临的长期而艰巨

的任务，也是社会、国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新形势、新机遇，

如何做好大学生就业工作，道阻且长。

4.1 思政在前，加强大学生择业观的合理性

在大学生就业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

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领学生形成良好合理的择业

观和就业观 [2]。大学生缺乏吃苦耐劳，扎稳根据的思想，无

法找准自身定位，帮助学生认识就业现状，及时改变就业观念，

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4.2 加强对毕业生就业心理素质的辅导

求职就业难免碰壁，针对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产生的心

理问题，高校应采取相应措施。学校心理咨询室针对毕业生

开设专门的心理咨询，让学生们能够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服

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求职过程中过度焦虑、自卑等情绪。

通过心理教育，初步解决学生存在的问题，化解学生在学习、

生活、求职中产生的问题，并可以通过开设心理相关的课程，

通过独特的课程教学方案纠正学生不得不良心理，了解自身

的不足与优势，树立正确的就业目标。

4.3 创新高校课程，注重就业指导的发展

社会发展的进步，需要来自高校的关注，根据发展趋势

引入“产学研结合”的理念 [3]，与用人单位加强合作关系，

组织学生实习、参观等时间活动，邀请企业来校讲座，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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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解企业的工作与生活，帮助企业与高校形成衔接，让大

学生提前了解企业生活，适应职场。

4.4 互联网时代，拓宽灵活就业渠道

高校可建立互联网平台，全方位、多维度对学生进行的

就业指导，合理运用公众号、微博、抖音等新媒体进行就业

信息发布，线上介绍就业单位的相关信息和招聘要求，为大

学生提供不同的就业信息。

4.5 强化教师队伍，增加大学生就业指导的有效性

完善就业指导教师队伍，提高指导水平，引进具有专业

知识、组织联络能力强的就业指导教师，鼓励就业教育采取

“新”形式“运”交流“多”操作等方式了解学生的职业生

涯规划，鼓励学生找到自身优势，激发学习积极性，树立正

确择业观。

就业指导队伍也要联合学院、学校的力量，帮助就业困

难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通过对学生的分析、了解作出

适合学生的就业方案，针对就业困难学生作出一定帮扶。

4.6 建立就业指导反馈机制

针对经常变化的就业形式，高校要建立学科专业反馈机

制，深入调查与评估，了解专业设置对社会市场的适应性与

匹配性，完善专业课程的实践性，更好促进学生就业，为社

会提供理论与实践并行的专业型人才。通过与往届生的联络，

建立校友联络机制，了解学生在就业、职场中出现的问题、

发展方向，了解相应数据，通过往届数据为毕业生提供相应

的就业服务。

也通过往届生的信息收集，建立资料库，输入往届毕业

生工作情况、就业发展、薪资水平、所在行业的人才需求等

信息，完善往届毕业生的资料，分析出求职学生的自身优势，

帮助求职者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

2020 年的疫情，高校延迟开学，就业工作也从线下逐渐

转变成线上招聘，这不仅是对学生择业主动性的考验，也是

对高校人才输送、宣传就业、督促就业的考察，完善线上招

聘也是现下“疫情常态化”所必须要做的重要工作，“线上

招聘会”“云招聘”其实也带来了一些好处，节省资源、绿

色环保，学生不用到处跑招聘会就可以了解企业招聘要求，

更快速、更方便，求职者通过手机、互联网就可以留意招聘

情况，有些企业还设置了“云参观”，可以通过“云参观”

了解企业，让求职者更便捷的看到企业设施、环境，从而促

成求职者就业。

5 结语

就业工作从不是高校某个人、某个部门所单打独斗的工

作，这不仅需要自下而上的配合与支持，还需要从学生、教师、

高校、社会等多个方面入手，综合的促进学生就业，帮助学

生找到满意、合适的工作。

就业工作不仅是学校输出人才质量的考验，也是对社会、

国家安全稳定的贡献。在当代新形势下，做好就业工作，解

决学生就业困难，帮助学生树立正确择业观是我们每个教师

的责任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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