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就业现

状及策略应对研究
汇报人： 2024-01-11



• 引言

•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就业现状分析

•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就业面临的挑战

• 策略应对：政府层面的措施

• 策略应对：高校层面的措施

• 策略应对：大学生个人层面的措施

• 结论与展望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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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

击，导致企业招聘需求减少，大

学生就业面临严峻挑战。

就业市场变化

后疫情时代，就业市场出现新变

化，如远程办公、灵活就业等，

对大学生就业提出新要求。

研究意义

探讨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就业现状

及策略应对，有助于为政府、高

校和大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

指导，促进大学生顺利就业。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内学者主要关注大学生就业政策、

就业市场变化、大学生就业心理等方

面，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大学生就业的

策略和建议。

国外学者在大学生就业方面研究较为

深入，涉及就业市场、职业选择、就

业政策等多个领域，为我国大学生就

业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

国内研究



研究目的与问题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深入了解后疫情时代大学

生就业现状，探讨影响大学生就业的

关键因素，提出针对性的策略和建议，

促进大学生顺利就业。

研究问题

本研究将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探讨：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就业现状如何？影

响大学生就业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如

何提出有效的策略和建议促进大学生

顺利就业？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就业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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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选择多元化
随着线上经济的发展，大学生在就业选择上更加多元化，如网络主
播、自媒体等新兴职业受到追捧。

就业地域分布不均
一线城市和部分新一线城市仍是大学生就业的首选地，但部分二线
城市和县城的就业吸引力逐渐增强。

就业压力增大
受全球疫情影响，企业招聘需求减少，大学生就业竞争更加激烈。

大学生就业总体情况



大学生在就业行业上呈现多样化趋势，除了传统的金融、
教育、制造业等行业外，互联网、电子商务、新能源等新
兴行业也吸引了大量毕业生。

行业分布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对大学生的岗位需求也发生
了变化，如数据分析、新媒体运营等岗位需求增加。

岗位特点

受行业、地域、学历等多种因素影响，大学生的薪资水平
差异较大。

薪资水平

就业结构与特点



工作稳定性

在疫情冲击下，部分大学生就业

后工作稳定性较差，存在频繁跳

槽的现象。

职业发展前景

大学生在就业时更加关注职业发

展前景和晋升机会，对于“前途

”和“钱途”的考量更加全面。

工作满意度

受工作压力、工作环境、薪资福

利等因素影响，部分大学生对工

作的满意度不高。

就业质量与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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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就业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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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流程线上化
疫情推动了招聘流程的线上化，对于不熟悉线上招聘的大学生来说，
增加了求职的难度。

就业市场不确定性增加
疫情使得就业市场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给大学生就业带来
了更大的挑战。

企业招聘需求减少
受疫情影响，许多企业经营困难，招聘需求减少，导致大学生就
业机会减少。

疫情对就业市场的影响



就业期望与现实脱节

部分大学生对就业期望过高，与当前就业市场现实不
符，导致就业困难。

焦虑与压力增加

面对就业市场的变化和挑战，许多大学生感到焦虑和
压力增加，影响了他们的求职表现。

缺乏职业规划

部分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缺乏明确的职业规划，盲目
投递简历，导致求职效率低下。

大学生就业心态与期望



随着高校扩招，毕业生数
量逐年增加，使得就业竞
争更加激烈。

毕业生数量增加 就业歧视现象存在 缺乏实践经验

部分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存
在性别、年龄、学历等歧
视现象，给大学生就业带
来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部分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
缺乏实践经验，难以满足
企业的招聘要求，导致求
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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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竞争压力与困难



策略应对：政府层面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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