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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大学生就业心态调查分析
 

（一）摘要： 

即将走出校门步入职场的大学生，十年寒窗苦读，你即将拿到学士、硕士甚至是博士的证书，

怀着对未来事业与职业生涯的美好憧憬，踌躇满志，满腔热忱地准备在职场中施展自己的抱负与

才华。 

但是随着高等教育向大众化的普及，证书的含金量越来越低，当前激烈的就业竞争环境使就

业问题给大学生带来了较大的心里压力而这种压力在各大高校中都存在。据了解仅前程无忧一家

网站就有上千万的求职简历，在期待着工作机会的降临。那么在这样的压力下，现在的大学生心



里状况如何呢？下面是我们的调查及分析。 

（二）关键字：就业心理﹑大学生﹑择业心态﹑严峻就业形势 

（三）正文： 

一：调查方式及范围 

本次活动主要采取查阅资料、网上调查等方式,针对各研究生、大学本科专科毕业生的调查。 

 

二：问题背景： 

1：2013 年毕业生就业环境： 

最近，全国各主要就业市场纷纷传来消息称，今年大学生正迎来“史上最难就业年”。据统 

计，截至 3 月底，南方某地毕业生签约率只有 30%，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这意味

着 距离大学生毕业离校不到 3 个月，还有七成毕业生工作没着落。在劳动力短缺时代加快到来

的今天，被视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却遭遇如此就业困境，值得认真思量。在全球金融危机重压下，

2013 年上半年全国有 6.7 万家民营企业倒闭，而在去年，民营企业吸纳了 34.2%的大学毕业生。

一方面我国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另一方面企业萎缩明显，企业校园招聘也相应畏缩。往年 10 月,

各大企业都早早地启动了校园招聘计划,各大高校内也因此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由于

遭受金融风暴的影响,就业市场整体不景气, 很多大企业为了降低人工成本不得不大规模裁员,

同时很多作为吸引就业主体的中小企业由于受到劳动合同法、出口遇冷等多重因素影响,业务订

单量明显减少,用工需求也明显减少。这给学生就业客观上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2：2013 年就业现状： 

1.就业单位性质流向 

随着就业问题的日益严峻，不断恶化的就业形势正持续不断的冲击着人们以往的观念。越来

越多的人迫于就业压力，渐渐地“不重学历重技术”，“不选本科选专科”。从目前很多高分考

生开始选高职来看，说明家长和学生的观念已经开始慢慢改变。在本科院校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

的今天，高职院校实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办学新模式，以市场为导向培养人才，培养模式更

加市场化，更符合当前就业形势，为专科层次的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但是近期特别是今年以

来人们更加不注重学历的，越来越多的高中生选择了学技术，或是直接就业。 

2.热门专业与需求形式： 

从 2007-2012 年 5 月中旬毕业生行业就业情况来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五大行业是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其中，制造业是目前吸纳毕业

生最多的行业，本科学历各年度比例分别占到 29.98%、29.10%和 43.29%，专科学历各年度比例

分别占至 41.33%、43.55%和 56.37%。 

从调查来看：2013届大学毕业生在陕西省就业的行业大类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其中，有 26%

的本科毕业生和 25%的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于制造业。但值得注意的是，但这一比例低于全国 2013

届本科生（27%）和高职高专（31%）毕业生就业于制造业的比例。民营和个体企业是陕西省 2013

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最多的雇主类型，雇用了 37%的本科毕业生以及 66%的高职高专毕业生。陕西

省 2013 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最多的雇主规模是 300人以下，其次是 3001 人以上；雇主规模 300 人

以下的本科毕业生占到 42%，高职高专毕业生为 56%。 

3：大学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情况： 

大学毕业生半年后月收入 2010 届、2011届连续两届呈现增长。全国 2011 届大学毕业生月收

入（2766元）比 2010届（2479 元）增长了 287元，其中本科毕业生 2011 届（3051 元）比 2010

届（2815 元）增长了 236 元，高职高专毕业生 2011 届（2482 元）比 2010 届（2142 元）增长了

340 元。 



 
图 2009~2011 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的月收入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中国 2009~2011 届大学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调查。 

2011 届本科专业门类中，毕业半年后月收入最高的是工学，其月收入为 3297 元；最低的是

教育学（2621 元）。高职高专专业门类中，毕业半年后月收入最高的是材料与能源大类，其月收

入为 2763 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大类（2027 元）。 

表 2009~2011 届主要专业门类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单位：元 

 

 

 

 

 

 

 

 



 
* 个别专业门类因为样本不足，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中国 2009~2011 届大学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调查。 

 

三、就业态度分析 

①、当前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分析 

1. 就业“扎堆”现象突出。由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和《大学生就业》杂志社所作的《大学

生就业现状及发展 2011 年度调查》表明, 无论在校大学生还是 06届毕业生都对三类用人单位感

兴趣: 外企、国企、政府机关, 三者所占比例接近 70%;而作为容纳毕业生就业重要力量的民企、

私企却受到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的冷落, 仅有 8. 23%和 6. 42%的应届毕业生和 6. 39%、5. 74%

的在校大学生把民企或私企作为自己就业时的首选。 

2. “公务员热”将继续升温。自 2001 年中央、国家机关可以公开招考公务员以来, 报名人

数就一路攀升,“五年内从32904人涨到541552人, 整整翻了十倍, 最高报招比一度达到1000: 1! 

各地也亦步亦趋出现公务员报考爆棚现象。”考公务员也就成为众多大学生的优先选择, 并逐渐

达到  白热化!的程度。据教育部门公布, 2011 年的公务员报考人数为 127. 5 万人, 其中通过招

考部门资格审核的公务员考生约为 50 万人, 合格人数与计划录用人数的比例约为 43：1。《大学

生就业现状及发展 2011 年度调查报告》表明, 与 06 届毕业生 15. 20%的对公务员的选择比例相

比, 在校大学生对政府机关的选择比例为 18. 18%, 超过了国企的 15. 69%, 这预示着未来“公

务员热”可能会继续升温。 

3.“宁要大城市一张床, 不要西部、基层一套房”有愈演愈烈之势。大学生择业青睐东部沿

海发达城市, 冷落中部、西部地区已是不争的事实, 大学生就业难呈现出地区性差异也是大家所

公认的现象。虽然国家大力倡导大学生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支援西部建设, 但成效并不很大。

在《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发展 2011 年度调查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 06 届毕业生选择的就业地点

仍集中在北京、广东、上海及其他沿海发达地区, 选择比例分别达到: 24. 69%、21.76%、10. 74%

和 16. 46%。而选择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比例则非常小, 只有 9. 62%和 7. 39%,人才的地区供



需矛盾仍十分严重。对在校大学生的调查则显示这种矛盾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北京、广东、上

海及其他沿海发达地区仍是最吸引大学生的就业地区, 对在校大学生的吸引力与 06 届毕业生

( 24. 69%) 相比, 还略有升高。近几年在广东、深圳、上海等地区出现的大学生招工“新盲流”

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趋势。这种  大都市!心态无疑加剧了职业供给的不平衡, 最需要大学生的

地方少人问津, 而都市的大学生求职者则人满为患。 

4.“先就业, 再择业”的观念成为主流。《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发展 2011 年度调查报告》显

示, 在当前大学生就业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先就业再择业”的态度成了多数大学生的首选, 有

44. 21%的 06 届毕业生表示会先就业后择业, 38. 10%的在校大学生选择“先就业, 再择业”。

这一点表明大学生的择业心态日趋成熟。但如果引导不当,“先就业再择业”也可能会加剧学生

选择职业时的盲目性, 导致以后频繁的跳槽, 给大学生职业生涯的成功蒙上一层阴影, 并给以

后应届大学毕业生寻找工作增加障碍。当前很多企业在招聘员工时都要求有工作经验, 不愿招聘

应届大学毕业生, 与此应有一定的联系。 

5. 薪酬期望与现实之间仍有一定差距。尽管当前大学生的薪酬要求已经降到了月薪 1000- 

3000 元之间, 但在企业看来, 大学生对企业薪酬福利的要求仍处于偏高状态, 仅有约 50%的被调

查企业认为大学生要求的薪酬福利比较合适, 而高达 37. 18%的企业则表示大学毕业生对企业的

薪酬福利要求仍然偏高。这说明在大学毕业生对自己第一份薪酬的期望和企业所能给与大学生的

薪酬之间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企业招不到人, 而大学生又有业不就的

局面。 

6. 择职无计划, 盲目性较强。由于高校就业指导工作实效不是很强, 多数大学生缺乏职业

生涯规划训练, 在择业时盲目应聘的现象较多。有许多大学毕业生在职业选择方面没有任何要求

或设想, 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 还没弄清什么样的工作适合自己, 就四处赶场, 到处投简历。更

有一部分大学生草率地离开家乡, 拥到了东南沿海。如内蒙古包头财经学院的两位同学, 甚至连

简历都还没做好, 就冒失地闯到了上海滩;毕业于山东工商学院的陈示富, 在上海浦东新区最繁

华的陆家嘴地段所谓的“求职村”1204房间整整住了一个月, 面试 24次, 参加了13场招聘会, 简

历递出不计其数, 结局还是空手而归。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在导致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原因中,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大学

生的就业心态仍存在很多不合适的地方,“调整就业心态”也成为企业开出的解决当前大学生就

业难问题的首选药方, 企业对大学生“调整心态”的期望甚至超过了对学生“提高职业素质”、

“提高技能”的要求。 

 

四、大学生就业心态调查报告 

 ①调查问卷的基本情况 

②

调 查

结果 

随

着 社

会 的

不 断

发展，

当 代

大 学

问卷调查背景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当代大学生在各

种方面的压力下，其心理状况正走向不

良的方面发展。 

 

问卷调查目的 

问卷调查时间、

地点 

 

问卷调查方法 

为了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心理能

力，能够帮助大学生走出心理障碍。 

 

时间：2013-5-1日到 2010-5-16 

 

地点：长安大学和全国其他高校 

方法 1：书面文本（发放 100 份） 

 

方法 2：电子稿（发放 100 份） 



生在面对学习，感情，就业，生活各方面的压力，其心理状况正走向不良的方面发展，表现出孤

独、苦闷、迷茫和焦虑等现象。大学生已成为心理弱势群体，这种现象颇受家长，老师及教育各

界人士所高度关注和重视，毕竟作为高层次的知识人才——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为了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心理能力，我们对大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了全方面的调查，以

便采取有效措施，使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大学生走出心理障碍，健康成长。 

在这次大学生就业心理调查过程中，我们的调查对象包括长安大学全体同学以及其他高校

的同学，调查的年级对象包括大一、大二、大三、大四，我们的问卷共发出 200 份调查问卷，其

中 100 份是以电子版的发出，另外 100 份以纸质版发出，从发出问卷到收回问卷共花费时间两个

星期，回收到 200 份，收回率为 100%。 

调查显示，所调查的大学生心理状况基本趋于正常水平。 

一、通过这次调查，从总体上来看，大学生对自己较有自信。 

1、在对大学生面对就业难问题的态度时，43%的同学选择先就业后择业，15%的同学选择先

择业后就业，20%的同学选择考研，5%的同学选择待业，5%的同学选择出国继续深造，8%的同学

选择考公务员，3%的同学选择自主创业，3%的同学选择其他。 

 
 

2、在对择业时，首先考虑的因素这一问题调查中，25%的同学首先考虑工作薪酬和福利；

15%的同学考虑工作单位性质和发展前景；10%的同学考虑专业对口；15%的同学考虑符合个人的

兴趣爱好；10%的同学考虑社会需要；3%的同学考虑社会地位；23%的同学考虑自我价值的实现；

1%和 3%的同学分别考虑家庭原因和地域因素。 

 

 

3、在对你理想中的就业单位是这一问题调查中，30%的同学选择国有企业；25%的同学选择

政府机构/事业单位；20%的同学选择三资企业；13%同学选择民营企业/个体；10%的同学选择自

主创业；2%的同学选择非政府的非营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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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对你理想中的就业领域这一问题调查中，30%的同学选择发展潜力大，竞争较小的二

线城市；25%的同学选择自己的家乡；15%的同学选择经济发达，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25%的同

学选择无所谓，只要找到工作就行；3%的同学选择中西部落后地区；2%的同学选择其他。 

 

 

5、在对你认为最理想的职业这一问题调查中；25%的同学选择经济收入高的职业；20%的同

学选择能继续深造并且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职业；20%的同学选择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的职业；

13%的同学选择工作条件好的职业；9%的同学选择工作轻松的职位；3%的同学选择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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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落后地区

无所谓，只要找到工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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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对你愿意去基层工作吗这一调查问题中，45%的同学选择看条件，可以考虑；25%的同

学选择愿意；21%的同学选择非常愿意；9%的同学选择不考虑。 

 
 

7、在对你认为对就业帮助最大的是这一调查问题中，35%的同学选择掌握良好的专业技巧；

20%的同学选择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10%的同学选择拥有良好的人脉资源和家庭背景；12%的同

学选择学生自身综合实力；15%的同学选择考取各类资格证书；8%的同学选择拥有名牌大学的文

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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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对导致就业难的主要因素这一调查问题中，20%的同学选择就业期望值过高；19%的同

学选择自身能力不足；4%的同学选择教育体制的弊端；5%的同学选择学校就业指导的不足；8%的

同学选择大学人才培养方式落后；15%的同学选择用人单位要求高；15%的同学选择就业制度不完

善；10%选择不公平竞争；11%的同学选择扩招后就业人数多 ；3%的同学选择其他。 

 

 

9、在对通过哪些渠道实现就业这一调查问题中，有 29%的同学选择主动向用人单位寄发简

历；20%的同学选择参加各种现场招聘会；11%的同学选择通过熟人的关系介绍；15%的同学选择

报刊的方式；20%的同学选择在就业网站投放简历的方式；5%的同学选择其他。  

 

 

10、在对你对现行就业政策的了解程度这一问题调查中，17%的同学选择非常了解；40%的

同学选择比较了解；33%的同学选择了解一点；10%的同学选择完全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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