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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有820多

万人，再创历史新高。眼下金三银

四时节，正是大学生求职高峰期。

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如何？人

力资源市场呈现哪些变化？企业在

用人上又有哪些新需求？大学生当

前就业还存在哪些困难？

记者近期在全国多地调研，并

走访多场高校招聘会发现，多地求

职市场呈现供需两旺形势，第三产

业的就业比重最高且呈明显上升趋

势，不少大学生面临择业烦恼，对企

业而言就业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就业形势趋稳定“择业难”成新烦恼
——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研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秉志

每年三四月份，是高校毕业
季的重要节点，大部分毕业生的
去向会在这段时间里尘埃落定。
同往年相比，尽管今年的毕业生
人数又创新高，较去年多出 25 万
人。但在招聘会上，预想中可能
出现的焦虑、烦躁、迷茫等情绪，
并未在毕业生群体中广泛出现。
求职过程中，更多毕业生呈现出
理性、乐观与务实的心态。

这样的积极心态是有理由、
有现实基础的。从人力资源市场
反映的情况看，用人单位确实为
广大高校毕业生提供了较为充分
的岗位。特别是服务业的迅速发
展，使第三产业成为吸纳高校毕
业生就业的主渠道。经济结构的
持续优化在带动就业市场的同
时，还促使毕业生在服务业新增
就业比重不断提升。不仅如此，
近年来国家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
策力度空前。就业困难毕业生将
获重点帮扶、有就业创业意愿的
高校毕业生全部纳入就业创业促
进计划……一系列政策的持续推
进，有望使高校毕业生就业继续
保持平稳。

当然，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仍不可盲目乐观。可以预判，
今后一段时期，提供给大学生的
就业岗位数量不会少，但是高质
量的、适合大学生的就业岗位不
多。从招聘会的供需情况看，政
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与知
名品牌企业、标杆企业以及外资
企业，一直都广受高校毕业生欢
迎。但这些单位对于毕业生的素
质要求较高、岗位数量提供较少。

在高校毕业生看来，“有业不就”与“无业可就”现
象并存。受择业观念、价值导向、家庭条件等因素影
响，一些毕业生放缓了就业步伐，“不顺从”“不将就”

“不着急”成为不少大学生找工作的“信条”。还有部分
求职者持“没有理想单位再等等看”的观望心态，或者
选择继续读书深造、灵活就业、自主创业等。选项多
了，选择也就更难。如何让大学生更加精准地找到适
合自己职业发展的就业之路，也是各级政府部门、高校
以及大学生本人需要思考的一个课题。

选择越是多元，越需要明确自我认知。破解就业难，
需要每一个大学生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规划，
抓住每一个可能出彩的机会。如果等到毕业季才开始琢
磨职业规划，势必会影响到自己的职业发展。同时，对政
府部门来说，面对新形势，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政策
体系和服务体系还要更完善、更精准，在政策调整上应
走在市场前面，在拓展就业领域、疏通就业渠道方面，
要为大学生创造更大的空间。针对人力资源市场存在
的就业结构性矛盾，高校专业
课程设置与企业的需求偏差
也需要及时调整，这样才能更
有针对性地培养企业需要的
各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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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人社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主办的第五届全国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巡回招聘会走进中
国人民大学，吸引了近3000名高校毕业生进场求职。

供求岗位多选一

从求人倍率来看，多地人力资源市场普
遍大于1，呈供需两旺形势。相较往年，企业启
动校招更早、岗位数量更多、签约速度更快

4月份，大学生求职进入高峰期。全国多地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一季度，大学生就业形势普遍稳定。从求人
倍率（岗位需求数和求职人员数之比）来看，多地人力资
源市场普遍大于1，呈现供需两旺形势。

“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初见成效，用人单位高校毕业生
需求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一季度江苏省人才系统对高
校毕业生人才需求较去年同期增长30%左右。”江苏省人
社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薛勇介绍说。

2018年，江苏省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达56.2万人，
创历史新高。“从供应方看，高校毕业生总量继续增加，但
高学历毕业生增幅显著；从需求方看，岗位也增加不少。
整体上看，虽然就业形势依然繁重，但高校毕业生就业形
势相对乐观。”薛勇判断。

作为高校毕业生生源大省，河南省每年高校毕业生
人数在50万左右。据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卢宇
表示，截至2018年3月底，通过对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
等23个信息采集点的数据采集统计情况来看，全省人才
服务机构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各类就业岗位20.42万个，
进场求职的高校毕业生人数12.64 万人次，求人倍率为
1.61，达成意向率40.1%，同比增加2.78%。

人力资源市场供需两旺的形势不仅反映在数据上。
不少高校招生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校园招聘呈现出来的
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很多企业启动招聘更早、岗位数量更
多、签约速度也比往年更快。

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万一表示，近两
年，就业市场呈现的一大特点就是招聘时间普遍前置。

“很多企业今年3月份过来时，发现竟然招不到学生了。”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清华大学已举办500多场招聘
会，3000多家企业前来招聘，目前2018届清华大学毕业
生已基本实现就业，总体形势保持平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刘睿也对这一
趋势的判断表示赞同，“往年企业启动校园招聘都在10
月份到11月份左右，但2018届高校毕业生招聘工作从
去年9月份就已启动。仅去年9月份，学校就召开了200
多场招聘会”。

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梁英表
示，用人单位进校热情特别高，去年秋招供需两旺的势头
一直持续到今年春招。截止到4月12日，北京交通大学
针对2018届毕业生召开的校园招聘会已经达到622场，
仅 2017 年秋季学期举办的校园招聘会数量已经超过
2017届毕业生全年的招聘会场次。

三产就业比重高

以信息、文化、教育等为代表，以知识、技术密
集型服务业为引领的现代服务业结构基本形成，
毕业生在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呈上升趋势

为何会出现供需两旺的情况？业内人士认为，随
着我国经济总量放大，由高速发展阶段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迈进，新经济的蓬勃发展，企业质量效益显著提
升，新产业释放了大量就业岗位，带动了就业容量和就
业率的双向提高，这对毕业生整体就业环境的改善都
是利好因素。

山东省潍坊市大中专毕业生指导就业中心主任王术
平表示，今年2月份以来，进入潍坊市各级人力资源市场
办理招聘登记的用人单位共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
1.5万个。从潍坊市岗位需求来看，互联网人才缺口较大，
营销、技工、互联网、管理、客服类岗位名列前5名。随着

“互联网+”模式的大力发展，传统行业与互联网结合愈发
紧密，“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行业人才需求持续走高。

“新旧动能转换加速，让高新技术企业异军突起。信
息技术、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企业有了
一定程度增长，令岗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一方面，
传统高能耗企业的岗位需求明显下降；另一方面，新的业
态以及新兴产业的创新企业，尤其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需求量居高不下。”王术平说。

专家表示，在经济新动能的推动下，以信息、文化、教
育等为代表，以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为引领的现代服
务业结构基本形成，高校毕业生在第一、二、三产业的就
业比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毕业生在第三产业的就业比
重最高，并且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

“分析毕业生就业需求时发现，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向
纵深发展，江苏省支柱产业制造业、建筑业向中高端迈
进以及新技术的使用，都促使用人单位人才需求的层次
明显提高，本科、研究生以上的毕业生需求明显增加。其
中，制造业产业的需求数量增长最快，制造业占据了招聘
类别的第一大户。此外，新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新
兴产业毕业生需求缺口较大，特别是有理工背景的复合
型人才需求旺盛。”薛勇表示。

择业成为新难题

学生求职过程中会更加注重个人成长空
间和未来发展前景，生存需求逐渐淡化，求职
目标也更加多样化

从数据看，市场上企业提供的岗位已经足够多，但是
不少大学生依然面临择业烦恼。

4月13日下午，北京下着小雨，却丝毫没有减弱高校
毕业生的求职热情。当天，由人社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
主办的第五届全国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
巡回招聘会走进中国人民大学，来自全国 14 个省份的
236家企事业单位进场招聘，吸引了近3000名在京高校
毕业生进场求职。

在招聘会现场，身着正装的周源走走转转，仔细阅
读着用人单位的招聘海报。作为一名中文系硕士应届
毕业生，周源手里已经有了好几份录取通知书，她仍然
显得有点焦虑。还有 2 个多月就要毕业了，是回老家
沈阳还是留在北京，她坦言还没有想好。回到老家离
父母更近一些，在大城市里发展机会更多，究竟如何取
舍，她迟迟做不出决定。

持周源这样择业心态的大学生并不在少数。刘睿
介绍说，如今来自企业之间的“人才大战”日趋明显。从
北航近年情况看，学生就业满意度在不断提升，以录取通
知书数为例，目前平均每个学生的录取通知书也在逐年
提高，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择业问题。根据北航对求职
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应届毕业生求职过程中面临的最
大困惑，包括“担心做出错误的选择”和“多个工作难以

选择”。
“学生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找到工作后不知道怎么

选。‘担心做出错误的选择’从 2015 年的第三位上升到
2017年的第一位，意味着学生求职过程中会更多考虑如
何与自己的规划联系起来。”刘睿说。

卢宇表示，目前，作为应届毕业生主力军的“95
后”开始大量进入人力资源市场。这批伴随着互联网
快速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走在了互联网
潮流的前沿，思想活跃、视野宽广、开放自信，正在为
市场注入创新发展的新活力，就业观念也在不断变
化。一个明显的特征是，自我实现需求日益明显，生存
需求逐渐淡化，其所持的就业观更具时代特征，求职目
标也因此更加多样化。

“在求职择业的过程中，‘95后’更加注重个人成长
空间和未来发展前景，对于薪酬福利方面的关注度则有
所下降，从这个角度来看，‘95后’在步入职场之初、面临
职业选择的时候相当务实，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长远目
光。”卢宇说。

从企业角度来说，就业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由于
部分毕业生就业期望值相对偏高，高校专业设置与企业
对技术和管理人才的要求存在“时间差”。

薛勇表示，目前民营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阵地，但招
聘难度大。从不同性质单位的分类数据来看，在江苏省，
民营企业对毕业生人才的需求量最多，占到需求总量的
79%。但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
不同性质单位的供求比中，只有民营企业低于1——仅
有约65%的岗位收到简历投送。

“根据我们统计来看，中小企业是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主
力军，但部分中小企业还存在招人难，部分专业学生就业
难现象。比如，目前技能型人才紧缺，机械、机电、营销等专
业毕业生位列供不应求的专业，财会、行政、文秘、企业管理
等职业则出现明显的供过于求情况。”王术平指出。

薛勇介绍说，新兴产业发展产生的专业型、复合型人
才岗位需求大，但招聘难度大。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向纵
深发展，产业转型向中高端迈进，使新技术、新能源、高端
装备等新兴产业的人才需求以专业型毕业生为主，但具
有理工背景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

精准服务是关键

政府、学校都必须提供更加精准化的服
务，包括“精准”就业管理服务、“精准”就业信
息服务、“精准”就业指导服务等

那么，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择业困难？业内人士认
为，破解大学生就业难，政府、学校都必须提供更加精准
化的服务，这包括“精准”就业管理服务、“精准”就业信息
服务、“精准”就业指导服务等。一方面，要通过建立档
案、一对一指导、重点岗位推荐等方式，对就业困难群体
提供“精准”帮扶。另一方面，要“精准”跟踪市场需求，让
毕业生生源信息、就业信息、跟踪反馈信息与招生培养工
作联动起来，形成长效的就业联动和预警机制。

据人社部介绍，2017年3月份，人社部在部分省市组
织开展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服务试点工作。目前，已有
部分参会企业和毕业生在“高校毕业生就业精准服务平
台”参与测评，通过岗位建模和岗位胜任力测试实行精准
匹配。

“简单概括地说，就是两端测评、智能匹配、精准对
接。”人社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毕业生就业服务处处长李
红义表示，高校毕业生精准招聘平台是人社部为全国高
校毕业生搭建的一个免费就业服务网上平台。该平台可
以为求职者提供职业能力测评，然后根据数据比对和筛
选，为求职者提供更匹配的岗位，从而缩短求职时间，提
高招聘求职的成功率。

“创业是解决大学生择业难的另一有效渠道。”江西
新余学院院长史可认为，以创业带动就业，必须从全局
和战略的高度，审视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提出可行性方案，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
过程。

史可表示，引导大学生创业需要建立健全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可在国家层面创建“创新创业教育学
院”，将“创新创业教育学院”建设成为双创教育教学
培训、科学研究、决策咨询、国际交流的机构，推动建
立全方位、多领域的一体化、多层次、开放式双创教育
体系，通过培养高层次管理人才和政策研究人才，有序
推进高校结构调整，优化高等教育规模、类型、层次和
空间布局。

3月底，清华大学2018届毕业生就业洽谈会上，来
自全国21个省市的300余家用人单位，共提供3万余个
招聘职位。图为求职者在现场填写求职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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