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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就业是一项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生活富裕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慢就

业”现象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毕业生的就业常态。通过对大学生“慢就业”现象的进行调查分析，并

提出以个人为中心，家庭、高校、社会三级联动，构建“三位一体”的全人育人以及以个性化服务为中

心，按照个体、时间、用人单位满意度的差异化，构建“三位一体”的精准帮扶的就业治理策略，促进

毕业生更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为高校未来就业教育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

人才培养、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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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that are related to national eco-
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stability, and wealth of people’s lives. In recent years, the phenomenon 
of “slow employment” has become a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employment normal of 
graduate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of “slow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posed the individual as the center, the three-level linkage of the society, 
the family, and the univers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inity” and the person-centered service, 
Differentiated by the satisfaction of employers, build a “trinity” accurate assistance strateg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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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governance, promote more adequate and higher quality employment in graduates,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employment education refor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talent tr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
ment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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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就业是一项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生活富裕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把“稳

就业”放在了更为突出的位置，要求和指导各高校把握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面临的形势，全力以赴

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近年来由于就业人员增多，就业结构化矛盾不断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

问题面临许多的困难，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为了确保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国家、政府、

企业通过实施就业优化政策，拓宽就业空间，用好就业服务平台等多项措施保证就业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高校更是拿出了“十八般武艺”，促使毕业生充分就业。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就业现象悄然出现，逐渐

发展成为常态，那就是“慢就业”现象。“慢就业”现象指的是与传统的“毕业就要就业”、“先就业

再择业”的就业行为相反，毕业生或者准毕业生因为某些原因导致就业观念和就业行为改变，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内不就业或者缓慢就业的情况。分析大学毕业生“慢就业”现象的成因，探索应对策略，对

于提高大学生就业质量，落实人才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1]。 

2. 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的调查分析 

为了解“慢就业”现象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民族地区某高校的 2023 届毕业生为调查对象，设计此

项调查，本次问卷通过问卷星发放，共收集有效问卷 339 份，其中男生占比 19.47%，女生占比 80.53%，

城市户籍学生占 16.22%，农村户籍学生占 83.78%。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学生对当前就业形势的评估

和就业意向的调查，对“慢就业”现象的了解程度和看法，对产生“慢就业”现象的因素的调查。 

2.1. 毕业生对当前的就业形势的认识中肯，对自身的定位较准 

调查“你认为自己所学的专业的就业形势如何”时，55.46%的学生认为不管就业形势如何，“努力

寻找配合自身本领，一定能找到工作”，33.63%的学生认为“就业前景一般，就业与否有一定运气成分”，

3.24%的学生对就业形势持乐观态度，认为“找工作，有手就行”，7.67%的学生对就业形势持悲观态度，

认为“基本上找不到工作，工地见”。调查显示，大部分学生对当前就业形势有一定的认知，对自身职

业目标规划清晰，对未来勇往直前，准备在就业市场中大展拳脚。一部分学生就业目标定位不清，对就

业形势认识不清，或者缺乏信心，对未来畏惧退缩，不敢或者不想面对，这部分的学生极大的可能成为

“慢就业”主体。 
调查“您目前的就业计划是”，90%的学生选择就业和考研，其中 50.15%的学生选择“等待就业机

会”，42.77%的学生选择“考研”，1.47%的学生选择“考公或者事业单位”，1.18%的学生选择“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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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的学生选择“出国”，4.13%的学生选择“其他”。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同学就业愿望强烈，积极

准备并等待合适的就业机会，主要的方向是就业和考研。 
大多数毕业生的就业定位比较准确，首先看重的是工作单位的薪资待遇、福利和环境，其次才是职

业的发展前途和专业是否对口，再次才是是否与自己的兴趣相符。调查“你找工作会优先考虑哪些因素”

时，“薪金报酬”、“福利待遇(五险一金、节假日福利等)”、“工作环境”三项是学生首选的，分别占

比 90.86%，90.56%，85.55%，其次是“发展前途”、“工作稳定性”、“专业对口”，占比是 76.7%，

78.76%，72.27%，“个人兴趣”仅占 50.15%。 

2.2. 毕业生对“慢就业”现象的了解程度和看法 

相当一部分同学不了解“慢就业”现象或者对“慢就业”行为的认识模糊。调查“您是否了解慢就

业现象”时，45.13%的学生表示“否，不了解什么是慢就业”，35.4%的学生表示“是的，能缓解社会就

业压力，还能充实个人经历”，19.47%的学生表示“了解，但不会加入慢就业大军”。调查“您对于大

学生慢就业现象的态度是”时，66.37%的学生“保持中立”，18.58%表示“不看好，是大学生就业的不

良现象，需要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控制”，15.04%的学生表示“看好，将是未来大学生就业的普遍现象”。

大部分学生对于“慢就业”现象保持中立态度，既不认可也不排斥，说明越来越多的毕业生的就业观念

和就业需求已经转变，从“能就业就行”的需求到期待更高质量的就业，为了达到更高质量的就业需求，

毕业生往往对工作的地点、环境、条件等进行精挑细选，徐徐图之，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调查“您认为毕业生选择慢就业需要哪些条件”时，80%~90%的学生认为主要是需要有“良好的经

济支持”、“较强的抗压能力”、“家人朋友的理解”、“较强的慢就业后果承担能力”、77.29%的学

生认为需要有“明确的目标规划”。调查结果显示，社会的宽容对待，家庭的经济支持，以及本身较强

的心理承受能力给予了“慢就业”群体培育的温床，造就了群体的缓慢就业。 
就业是经济、社会保稳定的民生工程。“慢就业”就是不充分就业的一种情况。调查“您认为慢就

业会对大学生造成什么影响”时，70%以上的学生选择“相对于应届的毕业生，求职时存在劣势”、“延

迟就业期间自身没有得到发展，浪费时间”、“可能错过一些好单位的机会”，50%以上的学生选择“如

果创业失败，会让自己觉得就业更加难”、“逃避工作，发展成为啃老一族”。 

2.3. “慢就业”现象的影响因素分析 

调查“您觉得大学生为何会选择‘慢就业’”时，89.68%的学生认为“竞争太激烈，找不到满意工

作”，65.19%的学生认为“为逃避就业压力，对前途一片茫然”，61.65%的学生认为“家庭给予充分的

支持，不着急找工作”，56.05%的学生认为“学生理性就业，慢慢考虑人生道路”，54.87%的学生认为

“有自己的梦想，可以凭自己创出一片天地”。 
产生“慢就业”现象的影响因素很多，主要由社会、家庭、高校、个人等几个方面构成。 
1) 社会因素。社会是近年来，社会经济面临转型，而毕业生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多，岗位需求却逐年

缩减，供大于求，毕业即失业成为常态。调查显示，90.27%的学生认为就业市场供需不平衡，就业竞争

激烈是催生“慢就业”现象的最主要社会因素。第二，国家进入经济新发展阶段，电商、直播带货等多

种新经济形态出现极大的压缩了人力资源，使资源成本逐渐提高，客观缩小了各类就业群体的收入差距，

高校普通学历没有明显优势。第三，当前社会对非传统的就业观念更加包容。第四，为了拓宽就业途径，

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国家加大对毕业生创新创业的政策帮扶，例如提供创业贷款资金福利政策，便捷

办理相关手续等等，鼓励毕业生加入创新创业队伍中。第五，受到外在环境冲击，很多实体企业关门歇

业，就业需求大大缩减均影响毕业生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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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校因素。调查发现，74.93%的学生认为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匹配是最主要的学校因素。这个

问题反映出目前一些高校招生数过多、招生专业需求量饱和导致就业产出过大，社会不能容纳，就业竞

争激烈，慢就业群体进入到下一轮的就业招聘中形成恶性循环。第二，学校就业政策、就业信息宣传不

充分，学校招聘企业与学生就业期望有偏差。就业招聘期间，学生大部分还在实习。目前的高校就业信

息发送主要通过辅导员在班干群、就业群进行发布，信息繁多，学生忙于实习的各种任务和学业而不能

有效的查看，从而错过一些重要的招聘会议。学校资源有限或者学校名气不够大，能吸引前来招聘的企

业质量参差不齐，与学生的就业期望形成巨大的落差。第三，学校就业指导没能很好对就业困难人群进

行分类，并进行针对性的指导。 
3) 家庭因素。家庭是“慢就业”群体的重要支撑。第一，家庭的经济支持。79.65%的学生认为家庭

经济基础为“慢就业”行为提供物质保障。现在人民生活越来越好，生活质量的提高意味着就业质量的

期望值相继提高，父母达成共识，很多家庭有条件、有能力、有保障让孩子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单位，

或者让孩子继续深造考取更高的学历以便获得更高质量的就业。学生有强大的经济后盾保障他的衣食住

行和为他的“慢就业”行为买单。第二，家庭的情感支持。67.26%的学生认为父母对于孩子的就业选择

更加包容，对于孩子的考研、考公、游学以及创业等选择给予极大的尊重与支持。 
4) 个人因素。首先，学生的职业规划很重要，影响学生一生的职业发展和就业定位。个人职业规划

不清晰，职业目标定位不合理是个人层面的最大影响因素。部分学生对本专业的职业期望较高，过于强

调自我认知，缺乏对现实就业形势的理性认知，不愿将就，导致高不成低不就，对现有职位挑挑拣拣，

错过就业的最佳机会。其次是学生就业竞争力不强，就业准备不充分，就业应聘不自信，在大学期间成

绩不优秀，业务不熟练，技能不突出，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中毫无优势。有些毕业生多处碰壁，挫伤他们

的就业积极性，心理承受能力差。另外，有一部分毕业生群体就业定位很明确：从事自由职业或者创业，

考研不过就二战考研等等均是导致“慢就业”现象产生的因素。 

3. 缓解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的对策 

3.1. 以个人为中心，家庭、高校、社会三级联动，构建“三位一体”的全人育人的 
就业治理策略 

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的第一步就是要培养更高质量的人才。一是实施“一

把手工程”，由高校一把手到二级学院一把手来抓人才培养，来抓就业，由上而下实施“一把手工程”；

二是改革高校专业设置模式，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建立动态调整专业结构和招生数；三是优化人才培养目

标设置，调整具体实施目标，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四是从个人身上下功夫，引导学生认真学习专业知

识，提高专业技能，增强沟通能力、科研能力、表达能力、外语能力等就业核心竞争力。 
全过程开展就业指导。实施五个渗透教育：第一是渗透进新生的开学教育，在开学教育中就要提供

职业方向给学生思考；第二是渗透进大学的专业教育，在专业教育中融入就业形势教育，结合专业引导

学生思考职业发展；第三是渗透进学生的实践教育，指导学生积极参加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活动，创新

创业大赛等活动，从活动中开拓思路，锻炼动手能力，提高综合素质，提前进入社会了解就业市场；第

四是渗透进实习生、毕业生的思想教育；第五是渗透进学生的家庭教育，对于一些消极“慢就业”行为

的毕业生，要联系家长对家长进行就业教育，引导家长要配合学校做好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 
全方位开拓就业市场。渠道要全，要千方百计促进市场化就业，深入开展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

就业专项行动，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区域要全，要思想开阔，从本地到本省到外省结合专业深入

挖掘招聘单位；政策要全，要用足用好各类政策性岗位，配合有关部门优化政策性岗位招录安排，积极

拓宽基层就业空间，鼓励更多毕业生报考重点领域和一线岗位；眼光要远，尝试开展“订单式”就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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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选择意向在该单位就业的同学派往实习单位，缩短就业成本和就业时间，达到高校和实习单位的双

赢；质量要逐年提升，在开拓就业市场的同时，不光光求数量，要逐年提高招聘单位的质量，通过提升

质量来满足毕业生对高质量的就业的要求。 

3.2. 以个性化服务为中心，按照个体、时间、用人单位满意度的差异化，构建“三位一体”的

精准帮扶的就业治理策略 

根据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就业特征差异化，精准分类指导。首先，可以要利用大数据，根据毕业

生的专业特点，就业能力进行群体画像，对他们进行分类，并有针对性的指导；其次，针对用人单位的

需求量和招聘条件，对意向参加单位面试的人群进行专门指导，以提高就业率；第三，开拓不同内容、

不同实践的就业培训课程，所谓“缺哪项补哪项”，由毕业生根据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断加强相应的训练，

以达到精准帮扶的目的。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对于有计划、有能力的积极“慢就业”要有包

容心，要从政策、思想上大力支持，给予他们有高度的就业指导，对于缺乏信心、就业困难的消极“慢

就业”要的了解学生的求职难点和需求，给予他们有温度的就业指导。 
根据大学期间分段学习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涵盖“入学适应、能力提升、发展定向、求职攻坚”

四个阶段的精准教育和指导。高校的就业指导服务必须围绕大学生的生涯规划教育，关注不同年级学生

的成长需求和发展重点进行精准施策，引导学生转变求职观念，注重自我发展，调整就业期望值[2]。入

学是启蒙阶段，要告诉学生“是什么”，在入学教育，日常的主题班会中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在逐

渐的学习的过程中找到属于自身的职业规划和目标，在大学的学习过程中，是锤炼本领阶段，要告诉学

生“做什么，怎么做”，启智润心，引导学生加强专业课程的学习，加强各方面能力的培养，在实习和

毕业阶段，要告诉学生“为什么”，引导学生思考的就业不光是个人的就业，要把个人的就业融入国家

的需求当中，加强对毕业生的职业定位，职业发展的教育。 
根据用人单位就业满意度、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调研产生的问题，对就业指导、人才培养进行精准调

整。用人单位满意度和毕业生的满意度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风向标。通过对满意度调查，可以发现在人才

培养中的问题，及时调整，促进高校的良性发展。 

4. 结语 

“慢就业”现象已然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毕业生的就业常态。“慢就业”突显了年轻一代高校毕

业生的特点和就业诉求，反映了宏观经济形势和微观家庭环境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暴露了当下高

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3]。我们要从社会、高校、家庭和个人方面解决问题，缓解“慢就业”现象带

来的社会影响，做好高校毕业生更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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