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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评论

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成因及对策分析
■汪水兰　黄琬婷

摘　要：近年来，随着就业形势愈发严峻，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倾向于“慢就业”，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

象俨然成为新时代高校就业生态中的新问题、新常态。本研究针对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开展调查研

究，通过对调研结果及相关就业数据的分析，从客观层面分析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运用交叉分析对

“慢就业”群体进行画像，“慢就业”群体呈现多为女性、性格拘谨、城镇学生、多为文科专业四个特征；探究

“慢就业”现象深层次原因，并针对性提出破解对策。

关键词：高校毕业生　慢就业　交叉分析

一、前言

2022 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 1076 万人，同比增

加 167 万人，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就业形势十分严

峻。与之相反，毕业生选择就业比例下降，选择慢就业的

比例上升。研究显示，2022 届高校毕业生中 50.4% 的人

选择就业，比去年下降 6 个百分点，选择慢就业比例较

2021 年提高了 3 个百分点［1］。一面是就业难，一面又是

更多的人选择慢就业，这种矛盾现象在“95 后、00 后”毕

业生中越来越明显。“慢就业”已成为一种就业常态，这

不仅影响了学生的择业观念和就业态度，而且对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给高校就业工作带来新

的挑战。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成为各界关注和研究的重

要课题。

因此，本研究将从高校大学生“慢就业”的发展现状

和影响因素着手，分析高校“慢就业”现象产生的原因，

探求破解之道，以遏制“慢就业”现象的蔓延。期望从理

论上丰富高校就业理论，在实践上为高校就业工作提供

参考意见和借鉴建议。

二、调查基本情况

调查目的：通过对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进行调

查，较客观地对“慢就业”毕业生的个性心理、家庭特征、

就业观念等多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解，剖析“慢就业”现象

形成的原因，针对性地提出有效对策。本研究有助于高

校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有助于高校更科学、合理地

开展就业指导。调查方法：调查采取开放式的问卷调查，

问卷主要由客观题为主。调查问卷主要通过网络调查的

方式进行。调查对象：调查对象包括高校毕业生、辅导员

及高校就业管理人员。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受访者的

基本信息（性别、性格、专业及家庭等方面），毕业生就业

基本情况（就业心理、就业状态、就业去向等），“慢就业”

现象成因（社会原因、学校原因、家庭原因及个人原因）。

调查样本量：调查于 2022 年 6 月 07 日至 2022 年 7 月 10

日结束，共收集到问卷 486 份，其中 433 份为有效问卷。

数据处理方法：交叉分析。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样本基本情况

数据显示，本次调查中毕业生男女生比例基本持

平，其中男性 205 人，占比 47.34%，女性 228 人，占比

52.66%；受访者专业分布较为平均，文科 48.96%，理工科

51.04%，符合本次调研预期。在对受访者家庭特征方面

的分析发现 31.64% 的毕业生来自城镇，68.36% 来自农

村，其中 24.71% 的学生为独生子女。受访者的性格方面：

热情开朗者占 53.58%；拘谨内敛者占 46.42%。433 位受

访者中慢就业 213 人，占比 49.2%，占较高比例。

（二）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1. 大学生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多数毕业生存在“就业

难”的情况

在慢就业的受访者中，主动选择“慢就业”有 79 人，

占比 37.09%，而想就业但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即被动

型“慢就业”者 134 人，占比 62.91%，如果再加上因对自

己信心不足或因前期的失败求职经历而选择放弃的那部

分，实际中被动型“慢就业”人数的比例会更高。

2. 大学生就业期望值过高，对自身定位不够准确

近八成的受访毕业生期望进行机关、事业单位及国

有企业。95 位受访者希望进入国家机关，占比 21.94%；

110 位受访者希望进入事业单位，占比 25.4%；132 位受

访者希望进入国有企业，占比 30.48%；只有 46 位受访者

希望进入民营企业，占比 10.62%，还有少部分受访者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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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进入外资企业或者自己创业。以上数据表明：大部分

毕业生秉持求稳心态，普遍希望进入工作较稳定的单位。

另一方面毕业生受到家庭因素及家庭成员的观念影响，

在就业、择业问题上会听从父母的安排。

然而，受访者中如愿进入机关等单位的只有 58 人，

占比 13.4%，与近八成的期望值相距甚远。更多的毕生

还是进入了民营企业，占比 64.09%。说明毕业生“慢就

业”现象受个人心理预期影响，但市场无法提供理想型的

就业与之匹配，一部分毕业生能够自我疏导，降低预期主

动就业；而另一部分毕业生不愿意被动就业，从而进入到

“慢就业”。

3. 个人能力强的毕业生更能够顺利就业

受访者“能够找到工作”以及受访者“想就业但找不

到工作”主要原因都集中在个人能力方面。因“个人能

力”找到工作的受访者有 105 人，占比 47.73%。而出于

“个人能力不强”而“想就业但找不到工作”的受访者有

48 人，占被动型“慢就业”的总人数的 35.82%。由此可

知，毕业生在大学期间的实践经验和个人能力等是影响

其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毕业生“慢就业”群体特征分析

1. 毕业生慢就业人群主要为女生

数据显示，慢就业的男生占受访男生的 41.46%；而

慢就业女生占受访女生的 56.14%。说明女生在毕业时较

男生更倾向于“慢就业”，这一现象可能与女性的性格特

征、对待就业的态度等有一定的关系。

2. 毕业生慢就业人群主要来自城镇

433 位受访者中，有 131 位来自乡村的受访者处于慢

就业状态，占乡村受访者总人数的 44.26%；来自城镇的

慢就业占城镇受访者总人数的 59.85%。这种情况说明相

对于农村毕业生，来自城镇的毕业生更趋向“慢就业”，来

自城镇的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较为突出。

3. 毕业生慢就业人群主要为文科类专业学生

文科类专业慢就业者占文科类专业受访总人数的

59.91%；慢就业的理工科占比为 38.91%，文科类专业慢

就业毕业生相对比例远远大于理工科，反映出当前文科

类专业较理工类专业更难就业。

4. 毕业生慢就业人群性格多偏拘谨内敛

性格开朗的受访者就业人数达 135 人，占比 58.19%；

性格内敛的受访者就业人数为 85 人，占比 42.29%，相对

就业率明显低于前者。说明拘谨内敛的毕业生相较于热

情开朗的毕业生在职场招聘中易处于劣势，慢就业人数

相对占比较高。

5.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毕业生慢就业占比基本

持平

身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受访者的慢就业人数

与就业人数均相差不大，分别维持在 50% 和 49% 的相对

占比，说明，是否为独生子女对慢就业的影响没有明显的

差别。

以上对毕业生基本信息与就业现状的交叉分析可

知，“慢就业”毕业生的基本特征可分别描述为：多为女

性、性格拘谨、城镇学生、多为文科专业。本文就以上结

论对“慢就业”学生群体进行准确画像，为高校更有针对

性地解决学生“慢就业”问题找到切入点，为今后更好地

开展学生就业教育指明方向。

（四）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成因分析

1. 就业压力是影响大学生“慢就业”的主要社会

原因

调查数据表明，受访者选择慢就业的社会原因主要

是就业竞争压力。

因受就业竞争压力影响选择慢就业的人数占比

57.1%，受经济增速放缓及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增加的双

重挤压，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形势日益严峻。

2. 家庭条件及成员意见是影响大学生“慢就业”的

家庭因素

不同程度的家庭条件是影响大学生慢就业的因素之

一。调查显示，28.6% 的受访者因自身家庭条件优越而选

择了慢就业。经济条件较优越的家庭为学生提供了充足

的经济保障，导致部分毕业生就业观发生偏移，不重视择

业和就业，形成慢就业。

其次，由于受家庭成员的影响，选择了慢就业的毕业

生占比 71.43%，说明家庭成员未能对毕业生就业起积极

引导作用，造成部分毕业生的“慢就业”甚至“不就业”。

3. 正确的就业观及就业指导教育是影响大学生“慢

就业”来自高校原因

超过一半的慢就业学生认为由于学校没有给予必要

的就业指导和帮助，从而选择了慢就业，这反映了部分高

校的就业指导工作不到位，缺乏针对性。也有高达 50%

的慢就业学生表示由于学校没有进行正确就业观的教

育，从而陷入了慢就业或者是不就业的窘境。这反映了

高校学生就业观、社会价值观等教育缺失，没有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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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就业工作，从而致使毕业生就业意识淡薄，造成了

慢就业。

4. 考研 / 考公及放松一下再工作是影响大学生“慢

就业”的个人原因

62.3% 的受访毕业生慢就业的个人原因是继续考研 /

考公。由于用人单位无法给予本科生或更低学历的毕业

生理想的薪资待遇和工作条件，大部分学生渴望追求个

人的人生价值，希望通过读研考公、继续深造，提升自己

的就业优势，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不拘泥于“毕业即工

作”的观念。

27.3% 的受访毕业生认为由于刚脱离学校，想放松适

应一段时间后再工作，反映了部分毕业生一方面在面临

就业时对自身的职业选择方向还比较模糊，认为大学毕

业的放松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时间，进而主动地选择了慢

就业。另外，6.56% 的受访者因自身能力不足选择逃避，

这部分毕业生由于抗压能力不强，缺少自信且存在心理

阻抗而被迫加入到“慢就业”中。

四、毕业生“慢就业”现象应对策略

（一）家庭层面：革新传统就业观念，营造健康积极的

家庭氛围

（1）主动革新传统的就业观念，积极配合学校就业工

作。家长应当积极培育孩子的就业独立性，帮助孩子树

立正确就业观，鼓励孩子积极参与竞争。

（2）努力营造健康积极的家庭氛围，尊重孩子的就业

想法。家长应结合子女的就业意向和当前就业形势为孩

子提出合理建议，让其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3）帮助孩子形成健康独立的人格，构建家校联动

的就业观教育。当孩子选择待业考研或考公而“慢就业”

时，家长应及时鼓励孩子并对其进行指导，避免孩子一再

落入“慢就业”。

（二）高校层面：细化学生职业生涯指导，对毕业生施

行精准帮扶

（1）高校应精准掌握毕业生求职意向，为毕业生开拓

就业市场，提供精准的就业服务，提高就业工作的高效性

以及针对性。

（2）相关教师应该加强对学生的就业规划的教育和

引导，提高教学的效率，为学生输送正确的择业观和就

业观。

（3）积极开展毕业生“就业 + 心理”教育，提高学生

的心理承受能力，引导学生正确面对社会压力和挫折，较

大程度上预防“慢就业”现象发生。

（三）个人层面：提高个人综合能力，做好职业生涯

规划

（1）尽早了解市场需求，提高个人综合能力。高校毕

业生作为就业的主体，应当充分调动自身的积极性，主动

提升个人能力，努力学好专业知识，积极参与学科项目和

实践项目，丰富自己的履历。

（2）尽早做好职业规划，树立合理的择业就业观。正

视就业现状，正确认识自我，接受职业生涯教育和指导，

保持自我主见，理性调整就业目标和就业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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