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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制造业招聘需求增幅明显

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 依然是 2018 年应届毕业
生期望就业行业和实际就业行业的双重冠军 。 然而和
2017 年相比，实际就业的应届毕业生占比为 17.49%，同比
下降 2.81%，并且低于期望就业占比的 19.67%。 说明互联
网领域继续保持着对求职者的强大吸引力，但是受限于企
业规模，其对毕业生的吸纳能力相对有限。

对比 2018 年应届毕业生期望就业行业和实际就业行
业的数据可以发现，IT 互联网行业、 文体教育/工艺美术、
农林牧渔等行业的供需基本保持吻合， 文化/传媒/娱乐/体
育、商业服务则呈现了比较明显的供过于求的激烈竞争局
面，而房地产/建筑业、汽车/生产/加工/制造等传统制造行
业的实际就业人数却远远超过了期望就业人数。

近四成毕业生就业岗位与专业不对口

通过分析 2018 年的调研数据发现， 应届毕业生的专
业对口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39.2%的已签约应届毕业生
表示签约岗位与在校学习专业并不对口，同比小幅上涨了
0.7%，反映出在大学校园中，专业对就业岗位的影响在持
续减少。这个现象一方面反映出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和市
场用人需求之间依旧存在比较明显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
面也受到了国内“移动互联网”“共享经济”“粉丝经济”“智
能制造”“新零售”等新兴产业和商业模式的影响，对跨领
域就业、多元化人才的需求持续上升，因此给予了大学生
更多的就业机会。

民营企业仍是吸纳就业的绝对主力

调研数据显示，应届毕业生期望签约单位排名第一的
依然是国有企业，占比为 31.73%，说明工作稳定、待遇较
高的国有企业依然最受应届毕业生青睐。排名第二的是三
资企业，占比为 27.77%；排名第三的是民营企业，占比为
20.85%。

而从实际签约情况来看，对应届毕业生吸纳能力最强
的依然是民营企业，实际签约比例高达 58.62%。 而三资企
业和国有企业的实际签约率分别为 14.35%和 17.85%。 与
三资企业较为类似的民营企业依旧是吸纳就业的绝对主

力， 也说明了我国民营企业的成长速度超越了三资企业，
虽然雇主品牌的知名度还需要进一步打造，但已经具备了
和国际企业争夺优秀人才的市场实力。 （据《光明日报》）

2018年毕业生预计达 820万人，同比增加 25万人

今年大学生就业七大新动向

2010 年以来，全国高校毕业生数量
逐年增长， 每年就业需求都占据全国新
增就业岗位的一半以上，2018 年毕业生
预计达到 820 万人，同比增加 25 万人。

日前 ，智联招聘发布了 《2018 年大
学生就业力报告》。 报告显示， 在智联
招聘开展的 “2018 年应届毕业生就业
力市场调研 ”活动中 ，共计 90168 名应
届毕业生完成了调研问卷，揭秘了移动
互联网时代的 95 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
新动向———

首选就业
创业热和出国热持续退烧

根据本次调研结果，2018 年应届毕业
生的就业意向仍然以就业为主 ， 占比
79.89%，同比上升 6.39%。 此外，6.99%的应
届毕业生选择慢就业，4.98%选择国内继续
学习，4.78%选择创业，2.63%选择出国继续
学习。

和 2017 的数据结果相比， 选择创业人
群占比降低 1.32%，说明在经济环境更加趋
于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高校毕业生们对于
未来的职业规划趋于谨慎。 此外，选择慢就
业的毕业生比例同比降低 2.81%，说明随着
大学生们对就业难度认知的降低，求职的心
态更加积极主动。

“实现个人价值”
比“挣钱”更重要

应届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 最看重的因
素有哪些？ 从 2018 年调研结果来看，应届毕
业生选择“实现个人价值”的数量，达到了选
择“挣钱”的近两倍。 具体来看，有 41.70%的
应届毕业生认为， 找工作时最看重的因素是
“工作是我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部分”， 分别
有 26.97%和 23.19%的应届毕业生认为 “工
作必须符合我的兴趣，做人开心最重要”以及
“工作只是谋生的手段，赚钱最重要”。

警惕“机器换人”
提前进行职业规划

2017 年以来，随着我国逐渐步入人工智
能时代，“机器换人”的话题就一直受到热议。
根据调研结果， 即便高校毕业生尚未正式步
入社会参加工作， 但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却保
持了高度的关注，62.52%的应届毕业生表示
“会考虑从事更有创造性、不会被机器取代的
工作”。

实习经历是求职成功法宝

针对 2018 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实习情况
的调研显示，仅有 27.23%的应届毕业生表示
没有参加过任何实习，39.73%的应届毕业生
有过一次实习经历，33.04%有两次以上实习
经历。 进一步分析实习和就业之间的联系发
现，在有实习经历的应届毕业生中，获得录取
通知 (offer)的比例高达 56.19%，而在没有实
习经历的应届毕业生中，，获得 ooffffeerr 的比例仅
为 3388..5588%%。。 总体来看，，有相关实习经历依然
是应届毕业生求职成功的重要法宝。

过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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