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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校门，走向何方？

———探寻高校毕业生就业轨迹

部分大学生就业“焦虑感”来自哪里？

调查：精英教育变“大众教育”令就业竞争更趋激烈，女生就
业歧视依然突出

随着连续多年高校扩招，高等
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
育，逐年增加的大学毕业生数量令
就业竞争更趋激烈。 而一些高校
为了扩大招生规模或者行政级别
升格， 纷纷大量开设同质化的基
础研究性专业，造成部分毕业生很
难满足招聘单位的素质需求，就职
碰壁。

此外，面对城市日益增长的生
活成本， 尤其是动辄破万的房价，

相对有限的薪酬涨幅，让很多大学
生感到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性别歧视仍是
女生找工作的“拦路虎”，各种隐性
歧视仍然较为突出。

记者在东北一所高校举行的
大型招聘会上看到，一家科研院所

虽然招聘岗位并未限定性别，但却
只收男生简历。 一位重点高校就业
指导中心负责人坦言，现在很多企
业进校招聘时往往都筛掉女生，尤
其是女研究生，“因为女研究生很
快面临结婚、生育等问题。 尤其是
二孩政策放开后，女职工的有效工
作时间进一步缩短，用人单位的普
遍顾虑加剧了女生求职难度。 ”

业内人士建议，高校在特色定
位、专业设置以及教学方式等方面
要突出多元化， 并与市场需求结
合。 政府应对大学生群体提供更多
保障性住房保障。 此外，要重点抓
好毕业生困难群体的就业服务工
作，对存在就业歧视的招聘企业纳
入黑名单。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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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季已近尾声。 据教育部公
布数据显示， 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

７９５

万人，

比去年增加
３０

万人。

在全国高校毕业生数量屡创新高的大背景下，今年
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如何？找工作难在哪里？哪些心态影
响他们对行业、就业地的选择？ 记者近日在湖北、辽宁、

重庆、安徽等全国多地展开调查。

毕业人数再创新高，大学生就业形势如何？

调查：核心问题是“找好工作难”

由于今年高校毕业生毕业人数再
创新高，不少人对就业形势感到担忧。

“虽然很多人说找工作难， 但实
际上目前已经有八成的人拿到了至
少一个单位的录用通知，大学生就业
问题的核心并非找工作难，而是找到
心仪的工作难。 ”湖北省教育厅就业
指导中心主任丁雪峰说。

湖北省教育厅就业指导中心数
据显示， 今年湖北省高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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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左右，该省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就
业岗位需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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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相当于平均
１

个毕业生可以有
５

个就业岗位可供
选择。

“慢就业” 成为近年来就业新特
点。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务中心教师
田冠仁说：“过去，大学生毕业后如果
没有找到理想岗位，会先找个能自食
其力的工作， 同时继续抓紧寻找机
会。 而现在，在大学生中‘慢就业’的
情况越来越多。 ”

麦可思研究院近期发布的中国
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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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
大学毕业生的未就业人群占比达
７．５％

， 其中
４％

的群体在继续找工
作，

１．１％

的群体在继续准备升学，

２．４％

的群体属于既不求职也不求学
的“待定族”。

经济增速放缓为何就业仍保持稳定？

调查：新兴产业替代制造业成“稳压器”

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步入“新常
态”的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
为何仍能保持整体稳定？

辽宁省大学生就业局局长刘铸
等业内专家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结构
不断调整，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通过
机器换人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对员工
需求减少。 但信息技术、文体娱乐等
新兴产业不断壮大，成为吸纳高校毕
业生就业的主体，起到就业“稳压器”

的重要作用。

近两年来， 进校招聘的软件开
发、通信工程、教育培训类企业与岗
位数量明显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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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北京、广
东、河南、湖北、山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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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份高校

毕业生总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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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占当年全
国高校毕业生总量近一半。 记者梳理
上述省份公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
量报告》发现，此前，大学生就业去向
最多的制造业，近年来占比呈逐年下
降趋势。 而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信
息技术等第三产业，吸纳大学生人数
占比大幅上升。

以“世界工厂”广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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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高校毕业生总量为

５３．５

万人，在制造
业领域就业的人数占比为

１７．１９％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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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减少了
４．６

个百分点。 与此同
时，在商务服务、文体娱乐、信息技
术、科技服务

４

个行业中，大学生就
业量占比上升近

５

个百分点。

坚守还是离开“北上广”？

调查：就业地选择多元化趋势明显，“新一线”城市彰显魅力
多个调查机构的报告都显示，近

两年，高校毕业生选择就业地不再盲
目追逐“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成都、

杭州、武汉、重庆、南京等“新一线”城
市魅力凸显，成为大学毕业生热衷的
择业目的地。

记者梳理湖北、湖南、河南
３

个
中部省份公布的高校毕业生流向数
据看到，近

３

年来，

３

省高校毕业生留
在本省就业人数占比呈现上升趋势。

据悉，湖北是高教大省，往年大

量毕业生流向珠三角、 长三角。 近年
来，留在湖北就业比例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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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
４２．７

万名毕业生中，

６０．２％

选择留
在湖北，同比增长

１．２５

个百分点。

人社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所
长莫荣表示，近年来，我国东部经济
发达地区的部分加工业、制造业正逐
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毕业生就业
区域分布的变化体现了我国产业转
移、产业结构调整给毕业生就业带来
的影响。

读研和出国留学的人多了还是少了？

调查：深造人数逐年上升，重点高校本科生过半留学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三届毕业生
中， 浙江省选择升学或出国人数占
比从

７．１％

提高至
９．３％

， 陕西省选
择升学或出境深造的高校毕业生占
比从

０．８５％

提高至
０．８９％

。

在重点高校的本科生中， 深造
的氛围更为浓厚。 近年来，清华大
学与北京大学本科生升学或出境
深造占比保持在

８０％

左右。 武汉
大学本科生升学或出境深造占比
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２．８％

，到去年提高至
５７．１％

。

武汉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晏

金柱说， 一些专业几乎绝大多数本
科毕业生都会选择读研或出国。“比
如， 生科院的基础性学科

１００

多名
本科生中， 直接就业的仅

１０

多个
人，其余的都选择升学或留学”。

“走出国门求学的人数攀升，留
学归国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北京因
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
认为，“海归”的素质也大不相同。他
们中的优秀分子， 因拥有国际化视
野和独立思考能力， 能够给企业和
单位带来新思维和新活力， 容易受
到关注和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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