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业形势与就业政策



大二的你，明年将面临哪些选择？

是继续求学还是就业求职？

• 找工作，你开始准备了吗?

• 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和政策，你了解吗？

• 毕业后，你将凭什么参与大学生就业竞争？ 



大学生就业政策解读及就业指导

  大学生就业形势及现状分析

本单元主要内容

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及其提升



◆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及现状分析

◆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因素

◆案例分析讨论



一、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及现状分析

★ 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

背景：全国高等教育开展

“正在向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普及
化阶段迈进〞

“科技兴国〞

“精英教育〞大跨步迈向“群众化教育〞





   2021-2021年的毕业生人数按照2%-5%的同比增长率逐年增

长，近7年间累计毕业生人数到达5706万人。而2021年全国高校

毕业生上升至820万人，再创近10年毕业生人数新高值。 

数据1 ：



数据2 ：广东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多

年份

广东省
毕业生
总人数/
万

各层次毕业生人数/万
初次就
业率/%

分层次初次就业率/%

研究生 本科生 专科生 研究生 本科生 专科生

2014 45.95 2.43 20.84 22.67 94.61 90.54 93.52 96.06

2015 49.35 2.46 22.10 24.78 94.80 90.19 94.08 95.91

2016 50.54 2.50 23.02 25.01 95.11 91.51 94.80 95.75

2017 52.86 2.49 24.11 26.26 95.10 92.88 94.99 95.40

2018 57.14 3.10 26.33 27.72 　 　 　 　



       我国大学生就业面临的是供求总量矛盾和结

构性矛盾共存的复杂局势。

大学生就业供求总量矛盾

大学生就业供求结构性
矛盾突出

——供远大于求

一批大学生难以实现就业

一批企业那么难以招到员工



二、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因素

        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引起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要解决这个焦点问题，需要先从分析影响大

学生就业的主要因素入手。

宏观经济政策环境

学校教育的原因

家庭环境的原因

毕业生自身的原因



〔一〕宏观经济政策环境

• 2021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严重的衰
退，我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受到较大冲击，导致国内局
部行业产能过剩，规模效应减小，经济效益下滑，进入经
济增长速度换挡期、前期扩张政策消化期和结构调整阵痛
期三期叠加阶段。

1、全社会整体就业环境不宽松

2、近年来，我国新成长劳动力规模庞大。

•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充裕人员下岗分
流，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向城市和非农业转移，机关事业
单位进行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

3、深化改革带来的劳动力就业压力



〔二〕学校教育的因素

1、学校人才培养的质量。

2、学校人才培养的结构。

3、学校的就业指导和效劳。

• 高校未能结合社会的实际需要和学生个性来进行人才培养。
所开设的一些课程和实践教学环节较陈旧、落后，许多理论
和知识在实际工作中早已不适用，。

• 我国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较快，而教育结构调整却相对滞
后，不能迅速适应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需要，许多
高校的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存在脱节现象。

• 学校未能实现专业的就业指导和效劳、畅通的就业信息发
布、体系化的就业效劳。



• 在中国社会，家庭背景对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越来越明显。

〔三〕家庭环境的因素

• 在就业率、就业质量、初次求职成功信息渠道等
方面，家庭阶层来自管理阶层的远远优先于农民
与农民工子女、产业与效劳业员工子女。

• “通过朋友和亲戚得到招聘信息〞、“参加大学
组织的招聘会〞。



             毕业生自身原因是影响毕业生就业的最主

要因素。毕业生作为就业主体，其本人的就业观念、

就业技能以及客观条件均影响了其就业。

〔四〕毕业生自身的原因

就业观念的影响

自身条件的影响

求职技能的影响



1、毕业生就业观念的影响

         就业观念影响着毕业生在择业中的态度

和行为，大学生就业难，在很大程度上受就业观念

所左右。

目前毕业生就业观念上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第一，毕业生就业期望过高。

第二，毕业生盲目追求热门

第三，毕业生过于突出自我。

报考公务员、迷恋“北上广〞

薪酬？职位要求？假期要
求？专业对口？

有利个人开展？现实的
可能性和社会的需要？



2、毕业生自身条件的影响

毕业生的自身条件在求职择业中起着根底性作用。

• 毕业生自身的外在形象、专业素养、技能水
平乃至家庭背景均影响着毕业生就业。

• 有的毕业生在校期间对专业认识缺乏而荒废
了学业；有些毕业生只重视书本知识而无视
了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

• 据调查，毕业生对根本工作能力掌握的水平
低于工作岗位要求的水平。大多数用人单位
会认为毕业生与其他就业群体相比的劣势是
“缺乏社会经验〞。



3、毕业生求职技能的影响

        大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前，由于缺乏对职场的了

解和认识，无视了对求职过程中相关技能的了解和

掌握，导致在求职时，或者缺乏有效的求职技能，

或者在面试中过分紧张、不懂得如何与面试官沟通，

或者穿着打扮与面试场合不符，这些均会造成毕业

生与其适合的岗位擦肩而过。



三、案例探讨

背景
       就业的寒冬还没完全过去，年年递增的求职大军使

就业难的问题雪上加霜。记者走访了一些高校及宣讲会
现场发现，许多90后毕业生对自己的求职意向并不清晰，
而“俯下身〞的90后却难以“行得远〞。



            “这是我第二次来找工作，原来那份工

作太没挑战性了。〞福建金融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荣特

刚刚辞掉前一份工作，11月20 日，他特意从安徽老

家赶到福州参加福建省2021年大中专毕业生首场招聘

会。

   “其实找工作不难，但是找到满意的工作不容

易。〞在招聘会现场，荣特投了八份简历，主要以销

售类工作为主。他告诉记者，如果这些招聘没有结果

他准备去中西部地区试一试“中西部地区虽然相对来

讲比较落后，也苦一点，但开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与只专注于沿海、白领、写字楼的毕业生相比，

愿意“俯下身〞的求职者并不在少数，在中国水利水

电第十六工程局的招聘摊位前，前来应聘的

毕业生排起了长队。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杨世昌告

诉记者，面试官通常会问应聘者是否愿意下基层工作

是否接受外派，大局部面试者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

    虽然面试谈的好，但真正坚持在基层工作的并不

多，“现在很多90后都是独生子女，吃不了苦，父母

也不愿意让孩子常年在外面跑，所以企业不怕找不到

人，最怕留不住人。〞杨世昌说。 



    “外面世界太危险了！〞福建工程学院毕业生谢

程开玩笑地说道，牌子响，工资高，求稳定，这些常

年被谈起的求职标准仍是当今毕业生求职最正确意向，

挤破脑袋进国企的迷思仍在90后身上延续。

    记者在多个招聘会现场看到，国企、事业单位的

招聘摊位前，前来应聘者排起长队。多为国企的人力

资源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平均每场都能收到三四百分

简历，有的热门企业甚至会收到500余封。



    与国企的门庭假设市相比，一些小微企业和私企
相

对冷清了许多。福建榕城购物街总经理潘成志告诉记

者，私营企业在吸引求职者方面完全没有优势，“虽

然我们也会提供同等待遇，但是收到传统思维的影响

主动选择私企的毕业生还在少数。〞

    国企是否就意味着稳定的职位和高薪？杨世昌说

相较于石英企业，国企的岗位相对稳定，但是工作地

点不一定稳定，且随着市场化趋势的加强，国企工资

水平愈发与业绩相挂钩，进入国企就等于拿到了铁饭

碗的思想已经过时。



    毕业于山东大学的沈晴没有通过腾讯校园招聘的第一轮

面试，面对于腾讯企业的不了解可能是她面试失败的致命伤：

“面试时，考官问我腾讯网哪个版块做得好，我只在临面试的

时候扫了一眼，结果便没有答复上来。〞

    很多求职者在找工作室，一方面对自己不了解，导致盲目

“海投〞，一方面对企业不了解，难以找到契合自身的职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虽然很多学校都设立了职业培训课程，但

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肖红是福建师范大学广告专业的学生，

她告诉记者，学校在大三的时候便开设了相关课程，但是由于

学生就业的意识不强，加上老师所讲与社会实际脱节，这门课

的意义并不是很大。



       通过以上案例，我们对大学生的求职现状可

窥见一斑，从中我们也需要反思一下问题。

1、都说大学生就业难，到底难不难？在就业大学生数

量增长的同时，社会需求也在增长，而双方不能契合

的原因，一方面是职业期待不匹配，另一方面是就业

能力不匹配。这也就是常说的结构性矛盾，所以很多

大学生感慨“招到满意的工作不容易〞。



2、大学生也尝试“俯下身〞，降低职业期待，但只是停留在
一时的念头上，而真正能坚持的却不多，即所谓的“行不远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大学生长期生活在象牙塔中，

对社会了解不够深入，往往有热情、无方向，在社会上碰壁

后便会选择逃避，加上求职者的攀比心理，导致很多毕业生

不能忍受基层的辛苦。因此，大学生需要多途径深入了解职

场，可适当多参与一些课外实践活动以丰富自己的社会阅历。



3、大学生应多方面提升自身的就业能力。导致大学生就业

能力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的原因很多，其中职业目标不明确是

首要原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校期间，大学生应逐步明

确自己的职业目标及规划，并在此根底上不断充实自己、提

升职业能力，这是解决此问题的首要条件，另一个重要原因

是学生课堂所学与社会需求脱节，导致就业结构矛盾产生。

鉴于此，学校应该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社会的需求为

目标来培养人才，同时，学生应通过多种途径提升自身就业

竞争力，以适应职场的需求。



国家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非常重视。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

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

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

分就业。



◆大学生就业相关法规

◆大学生就业相关政策



一、大学生就业相关法规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关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根底上相继出台了五部相关的法

律法规，用以标准就业市场和劳动者的就业行为，分别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争议调解仲裁法?。以下选取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比较重要

的三部法律法规有针对性地进行简要梳理。

        大学生了解并掌握一定的就业法规，可以增强法律

意识，在求职就业的过程中，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



        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

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与劳动者

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

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劳动合同法?于2021年7月1日起实行， 因加强对作为

弱势群体的劳方的保护，对大学生就业起到了法律保障作用，

有利于大学生维护合法权益。

1、?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



2、劳资双方具有告知义务

        用人单位招用时，应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条件、

地点、职业危害、平安、报酬等等。
        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根本情

况。

3、禁止提供担保及扣押证件。

         用人单位招劳动者时，不得扣

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

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

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分为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这三

种。需要双反协商一致后，作出共同选择。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4、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但

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补

订，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5、劳动合同期限



6、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和约定条款

         必备：①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②劳动
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③劳动合同的期限；④工作
内容和地点；⑤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⑥劳动报酬；⑦社
会保险；⑧劳动保护，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⑨法律法规规

定的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

         除此之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

以协商约定试用期、培训、保守商业

秘密、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



7、试用期的规定

         劳动合同仅约定试

用期或劳动合同期限与

试用期相同的，试用期

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

合同期限。



8、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1〕劳动者提前通知
           解除劳动合同

〔2〕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3〕过失性辞退

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

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

(即用人单位有过错的)
6种情形

(即劳动者有过错的)

6种情形

视频：员工患病期间被用人单位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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