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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ployment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Shenyang during the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other cities and regions. Therefore, how to guide the female college stu-
dents in the city to ha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oci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themselves will be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Especially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in many fields is not very satisfactory. Coupled with the adverse factors 
such as gender and lack of work experience, it makes the employment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difficult. The flexible employment market in Shenyang has a lot of room for development accord-
ing to the applicant’s survey. Therefore,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above background factors, 
based on gender social work, focusing on individual, school, family, social and other perspectives, 
to help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of flexible employ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guidance for their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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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沈阳市女大学生就业较其他城市和地区有着更为复杂的困境，因此如何引导该市女大

学生们对目前的社会经济形势和自身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目前的经

济形势下，很多领域的就业情况都不是很理想，再加上性别、工作经验不足等方面不良因素的影响，更

使得女大学生就业举步维艰。而沈阳市的灵活就业市场，据笔者的调查却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由此，本

研究主要从以上背景因素出发，以性别社会工作为基础，着重从个人、学校、家庭、社会等角度，帮助

女大学生提升对灵活就业认知，以期为其就业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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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女性就业在近年来成为社会的一大热点和焦点问题，特别是当下经济形势的影响，更让原本就面临

就业困境的女大学生变得无所适从，形成了所谓的女大学生就业问题，使其在毕业后一段时期内因性别

差异而不能获取相应的从业机会和职位，从而不能实现就业或就业不理想的现象。多数的学者都从就业

中性别歧视及女性的月经、妊娠、家庭角色等性别弱势角度出发，认为女性的生理及家庭、社会角色等

决定了其在社会竞争中必然处于不利地位。而所谓的解决措施也多从呼吁家庭、国家和社会要对女性给

予照顾的角度入手，力图为女性营造一个所谓公平、和谐的竞争环境；也有的学者认为女性应加强自身

的道德和学识修养，增强自身的能力建设，以求得和男性同等的工作待遇。 
虽然研究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锦囊妙计，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仍没能解决女性的实

际就业问题。女大学生作为女性群体中的精英部分，虽然较一般女性拥有较强的能力和较多的社会资源，

但却仍没能摆脱这一桎梏。她们在就业中，仍然要忍受自身性别所带来的种种困扰，甚至即使侥幸得到

一份工作，也要面临严重的性别歧视和不公平待遇。 
作为处于转型时期的东北重工业基地的核心城市沈阳来说，每年的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都成为就业

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当前经济形势的影响，更是让女大学生就业成为令社会各界人士极为关注的

话题。由此，本研究主要利用女性的性别优势，联系沈阳市目前的经济形势和就业背景，从灵活就业角

度对女大学生的职业理念和职业行为进行重新规划和定位，以达到解决沈阳市女大学生就业问题。一个

国家或政府如能很好地安排女大学生就业，将对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及经济的繁荣提供很好的保障，因此

本课题研究对于沈阳市的和谐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本课题由于主要从性别优势、灵活

就业的角度对沈阳就业问题进行研究，这对于女性重新认识自我，加强两性的和谐建设及缓解就业压力

亦有一定的贡献。 

2. 沈阳市女大学生就业所面临的困境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产业结构调整与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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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就业问题已然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发

展逐步趋于大众化，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日益增多。而女大学生在丰富多彩的就业市场中，虽然面临

很多机遇和挑战，但与此同时，也承受着更多的矛盾与冲突。 

2.1. 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影响 

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已有 5000 年的历史，古代社会的男尊女卑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当前我们仍处于

男权社会之中，男权的思想占据着当今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我国传统社会中“重男轻女”以及“男主

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一直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们，决定着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在一些地区，尤

其是处于东北边陲的沈阳市，这种影响更加深刻。在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人们总是不断夸张放大女

性的负面影响，从而去低估女性所创造的实际价值和能实现的创造能力。这种社会观念问题直接引发的

就是女性就业不公平现状，甚至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问题。 
虽然女性的地位在不断地提高，社会也在逐渐地接受和认可女性的外出工作。但不可否认的是，歧

视还是存在的。中国传统意义上对女性的定义还是相夫教子，即使女性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人们也

并不给予她们太多的期望与要求。一般只要求女性找一个安稳闲适的工作，希望她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用在家庭方面。由此可见，传统观念的影响依然存在，依然需要不断地去努力克服。 

2.2. 现实生活对女性的设限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产业化结构变革与升级的推进，我国人才市场

供求矛盾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趋势。近几年来，在教育强国政策和义务教育的背景下，各大高校逐年扩

招，再加上劳动力市场存在供过于求的现状，使得供需之间出现了很大的矛盾。出于性别期待的考虑，

用人单位在进行人才选聘时便会倾向于男性，这便设置了对女大学生的就业限制。女性的生理属性决定

了其在家庭与子女教养方面要投入上要多，用人单位也深知这个道理，出于利益的考虑，他们往往优先

要考虑男性。即使能力相同或女方更强一些，也会因为性别角色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对待方式。带薪休

产假、工作效率低下、情绪变动快等等，都成为用人单位在招聘时把女大学生拒之门外的理由。在相同

资本投入的前提下，招聘女大学生会带来更多的担忧和麻烦，这是利益至上的用人单位所不愿意看到的，

这些客观条件使女大学生在传统就业领域处于劣势地位。 
例如在女大学生与男大学生在同等条件下求职，用人单位就会优先考虑男大学生，或在招聘信息中

写到只招男生，从而导致女大学生在求职面试中处于很被动的地位。女大学生在面试时多数都会被问及

关于家庭所在、感情状况等问题。追其根源，用人单位和企业认为在同等条件下雇用女性要比男性付出

更高的成本，因为女性参加工作后会面临结婚生育以及哺乳等一系列问题，这样一来势必会影响到工作

效率以及单位的效益。而且女性在生育哺乳期间，她们的生活来源和社会福利保障等都由用人单位来承

担，这就导致很多用人单位会在劳动合约中限制女性应该得到的基本权利，如婚姻权、生育权等等。用

人单位为了维护整体的利益，会在签合同时规定女性三五年内不得结婚或者生育。但是近些年来，随着

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很多企业不会明目张胆地签署类似违法合同，但在招聘面试中，都会问及婚恋这

些方面，从而限制女大学生正常就业。另就目前状况而言，国家和地区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对高

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权利和义务没有明确的规范，缺乏有力的监督与督察，对于劳动妇女的法律法规

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建设不够健全，这也导致了女性在同等条件下就业、升职等面临一系列的困境。 

2.3. 女性自身条件的限制 

一般来说，在生理上，女性的体质不如男性强壮。而在心理上，女性偏感性，男性偏理性，部分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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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就业中如会产生自卑、从众、依赖，缺乏安全感等一系列不良心理，从而给自身的求职之路带来相

应的困扰。此外，一些女大学生过于追求职业理想化进而产生一些偏颇的想法。比如，青睐于坐办公室

喝茶看报的职业生活，瞧不起科研实验、下基层等的工作；缺乏吃苦耐劳和努力拼搏的职业精神，对职

业规划毫无头绪。再者，受长期以来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一些女大学生过于追求稳定、依赖性强，

以致自身的道德素养和专业能力并不能达到社会需求，职业竞争性弱。 
从小到大，社会和家庭都会对女孩子灌输一些女性家庭为重的思想，潜移默化中，女大学生对自身

的期待或许就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由此自身的期待所形成的定位也有失偏颇，

定位不高，要求不高，这本身也就成为了招聘时性别歧视的理由。同时随着现代社会对颜值的追求，一

些女性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容貌的修饰上，她们在颜值提升上的投入大于在工作业务上的投入，没有在

本质上分清主次，这也是女性自身观念的一个误区。 
综上来看，在传统性别观念根深蒂固，就业环境不佳以及自身建设存在问题的背景下，女大学生就

业在未来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3. 沈阳市灵活就业的优势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传统乃至一成不变的就业模式已经被日益打破，人们尤其是年轻群体开始寻

求一种更加自由、便捷而又能展现自我的从业模式。这种情况下，灵活就业已然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

而正处于经济发展关键期的沈阳市，在这方面无疑具有一定的优势。 
在区位上，沈阳在东北地区独有的经济、政治、地理位置使其发展前景堪好，特别是在灵活就业方

面，有着很大的拓展空间。沈阳近几年来面临着一个飞跃式的发展过程，这一点，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

认同。近年来，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加快经济振兴的步伐，作为东北亚经济、交通的枢纽中心，沈阳的

区位优势与投资力度也快速增长，沈阳的商业地产开始步入高速增长时期，并逐渐成为投资者竞相追逐

的投资旺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城市之间协同、联动发展成为加快经济发展的

重要手段，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组建城市经济圈成为区域发展的新模式。沈阳经济圈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

是东北和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北地区最大且发展程度最高的经济核心区，区位优势明显。 
另高速便捷的交通方式，也给灵活就业提供了高效的保障。目前，沈阳的一号线二号线两条线路构

成沈阳地铁网“十字骨架”，总长 40.85 公里，覆盖城市东南西北。地铁网“十字骨架”还包括了一、

二号线南伸北延：地铁二号线南延线(即机场线)、一号线东延长线(至东陵公园)、棋盘山旅游专线、二号

线北延长线(松山路至道义)。未来 3 年还将兴建 4 号线一期、10 号线、9 号线，形成了高速、快捷的出行

模式。和省内其他城市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经济圈，“一小时，八城互通，半小时到达沈阳”。沈阳经济

区的沈阳、抚顺、本溪、辽阳、鞍山、营口、铁岭和阜新八城市间将形成一小时交通圈[1]，这将有力推

动沈阳经济区的一体化、同城化发展。 

此外，截至 2018 年底，从沈阳出发乘坐高铁列车走京沈客运专线，可以实现 2.5 小时进京，2 小时

到赤峰，1.5 小时达通辽。去年，北京至沈阳铁路客运专线正式开工建设，预计在 2018 年底正式竣工通

车。线路途经沈阳、阜新、朝阳、承德、北京等城市。此外，4 月 21 日零时起，哈大高铁将实施夏季运

行图，从哈尔滨出发最快 3 个小时就能到沈阳。 
就经济发展而言，也呈现出了可喜的景象。据沈阳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沈阳调查队联合发布的《2014

年沈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 年沈阳地区生产总值(GDP) 7098.7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6.0%。人均 GDP 为 85,816 元。如果以 2014 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中间价 6.1428 折算，沈阳

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13,970 美元。作为东三省唯一一个特大城市，沈阳拥有市区人口 524.6 万人，城区常

住人口数量位居全国第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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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是正在建设中的沈阳经济区的核心城市，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工业门类

齐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以沈阳为中心，半径 150 公里的范围内，集中了以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为

主的 8 大城市，构成了资源丰富、结构互补性强、技术关联度高的辽宁中部城市群。沈阳拥有东北地区

最大的民用航空港，全国最大的铁路编组站和全国最高等级的“一环五射”高速公路网。沟通世界各大

港口的大连港、正在开发建设的营口新港和锦州港，距沈阳均不超过 400 公里，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区

位优势。作为东北中心城市的沈阳，对周边乃至全国都具有较强的吸纳力、辐射力和带动力。 
同时，为促进人才流动，沈阳市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保证了居

民的生活便利。解决就业问题，根本要靠发展。面对未来，女大学生在沈阳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女大学生在灵活就业中的优势 

灵活就业具有临时性和弹性的特征，这意味着女大学生在从事灵活就业时其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和

工资等都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这就需要结合女大学生个体的资源优势和社会支持网络，帮助其更好地从

业。 

4.1. 受教育程度高 

在在传统的灵活就业市场中，从业人员多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而女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教育

水平较高，在灵活就业市场中占据一定的优势，更有市场竞争力。在学校的学习中，她们学习到了更多

的理论知识，这些理论知识可以让她们在其岗位上可以更好地发挥其专业价值。如大学生陈某，本科学

的是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结合自身优势回到家乡，帮助其农村留守妇女开设了手工编织小组，解决了

农村留守妇女的生活困境。另一学生王某，本科学的是小学教育，毕业后自己发挥所长，在沈阳市的各

大培训机构担任数学老师，收益颇丰。 

4.2. 学习能力强 

女性思维向来缜密，加之女大学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能够很深入且系统地探究

事情的来龙去脉，在工作岗位上能够很好地处理各种问题。有些灵活就业的岗位对文化和技术的要求不

高，而女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学习能力很强，很容易快速地适应就业岗位，很好地发挥其优势，对于

周遭的工作环境，她们能够很快地融入其中，处理好各种工作关系。同时，由于学习能力强，可以利用

自身优势在工作中从事一些容易上手的技术类工作，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也可以收获更多的工

作经验。 

4.3. 处事较为灵活 

女大学生由于性别优势及受生活环境影响，使得其处理事情较为灵活，能机动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而灵活就业的工作时间和从业方式有一定的弹性，适合女大学生更好地安排自己的时间，也方便她们在

从事的同时做好其他领域的事情。如上所述的陈某，就在组建妇女手工编织小组的同时，利用网络平台

进行推销宣传；同时还成立了“编织屋”，承袭传统手工编织的同时也丰富了农村妇女的休闲生活。 
虽然女大学生较其他群体而言在自由就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实际生活中仍面临很多的困境，

这就需要家庭、学校及相关政府部门加大扶持力度，以帮助女大学生更好地就业。 

5. 家庭和学校对女大学生灵活就业的正确引导 

学校和家庭作为女大学生职业道路上的辅助因素，其推动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作为女大学生成长

过程中两个关键的环境因素，学校和家庭必须走在女大学生的前面，设身处地地为女大学生提供帮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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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从而起到助力女大学生进行职业选择及发展的重要作用。学校、家庭应引导女大学生对灵活就业

有一个全新的认知，为其灵活就业提供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5.1. 家庭的良性支持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对于认知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家庭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就业观念的形成时期，家长对职业的看法也会影响女大学生对于职业的选择。大学生就业很多时候不

仅仅是大学生自身的选择，更是一个家庭的选择。家庭对于就业情况不能正确判断，对于灵活就业产生

错误认知会对女大学生灵活就业产生负面的影响。并且，很多家庭不能给孩子提供高效的就业指导，也

会加重女大学生的就业难度。所以家庭急需为女大学生传递正确的就业信息，帮助她们形成全新的就业

认知，为她们提供支持。由于女大学生对家庭依赖普遍大于男大学生，所以家庭的观念对女大学生的就

业观、生活观的形成有着很大的作用。 
首先，家庭应转变错误的传统就业观念，与时俱进，应认识到女性在现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上升。与

社会大方向接轨，明了当前的形式——女性也有能力在职场上发挥能量，不断突破自我。家庭对于职业

的看法影响女大学生的职业选择。高等教育的投入让许多家长期望大学生毕业之后可以找到稳定、福利

待遇好、高报酬的工作，灵活就业难以得到家长的认可。但事实上这种观念已经难以适应当前的人力资

源市场，对于灵活就业的忽视会让女大学生就业面更窄，加大就业难度。所以家庭本身的就业认知需要

发生改变，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减少职业歧视。 
家庭初级观念的形成是女大学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家庭应该鼓励女大学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

自信的姿态面对求职路上的种种困难，为她们指引航向，提供心理上的保证，尽全力减轻女大学生对于

职业选择上的压力与负担。 
其次，在女大学生选择职业时，应该多与其交流，增加就业方面知识，给大学生提供专业的指导。

大学生在就业之前经常会询问家庭的意见。但是因为教育水平、家庭经济情况等原因，一些父母无法给

孩子提供专业的指导建议，导致大学生缺乏对职业清晰的认识。因此家长应该增加就业方面的知识，当

孩子出现择业方面问题时，家庭能够给出适合的建议，帮助大学生就业。当女大学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时，家长也可以推荐她们灵活就业，向女大学生科普灵活就业的相关知识。要引导她们明确职业的属性、

未来发展与家庭相关问题的关系，有明确的规划，不至于误入歧途。在真正涉及到职业与家庭下一代子

女的养育上，家庭应该尽可能地帮助子女度过艰难期，减轻女大学生得心理与精神压力，尽量保证女大

学生能在最好的状态下做出符合自己想法的职业选择。 
家庭也是培养技能的一个重要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大学生掌握灵活就业所

需要的技能，让大学生对于灵活就业可以做的工作有一个预先的体验，增加对于灵活就业的了解。通过

这种方式，大学生可以对灵活就业形成一个全新的认知，在之后工作的选择中更倾向灵活就业。 
最后，家庭要注重良性互动，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以身作则，为女大学生提供良好的示范作

用。通过自身的行动培养女大学生独立自主的观念，展现一个开明民主的家庭环境。不以家庭的意志或

者个人所认为的喜好决定女大学生的职业选择，充分理解和尊重她们的想法，共同探讨职业未来的走势。

这些做法对女大学生性格的养成，日后学习工作生活都有相应的影响，是不可以被忽略的因素。 

5.2. 学校教育的与时俱进 

大学生在就业之前都会在学校中学习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然后进行职业的选择，学校的教育很多时

候会影响大学生的就业倾向。在大学中通常更重视理论与专业技能的培养，这与灵活就业的生活技能为

主相悖，容易使女大学生对灵活就业形成错误的认知，增加从业的难度。目前，沈阳市的女大学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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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但相对应的灵活就业市场却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针对这一现象，形成女大学

生对于灵活就业的全新认识十分必要。因此，学校方面必须转变对灵活就业的错误认知，并为女大学生

灵活就业提供有效的帮助、引导和支持。 
首先，学校应注重对于灵活就业的宣传和教育。正确的就业观念是帮助大学生高效择业的一个重要

的条件。缺少两性的就业观念，就不能对于自身条件和就业形势进行正确的预估，进而增加就业的难度。

目前大学生对于灵活就业的看法都不乐观，认为灵活就业等于失业、临时工或是低人一等，这与在学校

中受到的就业宣传有很直接的关系。针对这一现状，学校应该注重宣传灵活就业，帮助学生形成健康的

就业观念。当今社会需要的不再是单一型的人才，而是综合型人才，学校应该注重对女大学生综合素质

的培养。让女生不仅仅局限于书本知识，而是更多的关注于实践能力上。开阔女大学生对职业的认识，

而不是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稳定的工作。让她们有更多的认识与思考，从而促进更多的选择的产生。多

注重女大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养成，比如沟通交流能力、环境适应能力、临场应变能力、察言观色能力等。

结合个体的不同，合理安排，又要兼顾女大学生的共性问题，做出有益的调整。学校还可以组织开展各

类关于灵活就业的宣讲，让学生对灵活就业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帮助其了解目前人力资源市场的形势

和灵活就业的优劣势，帮助学生更好地从业。条件允许时可以选择灵活就业的成功案例向学生宣传，起

到教育的作用，组织学生参与灵活就业的体验活动。 
在大学中通常都会开设一些大学生就业的指导课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经常忽视灵活就业这一种就

业方式，很难让学生们了解到灵活就业的具体工作方式，学生对于灵活就业的概念也会更加模糊，所以

开展关于灵活就业的体验活动、课程就更加有必要了。学校通过组织学生参与体验，让她们真切地感受

到灵活就业的实际情况，这样做可以减少大学生许多因为不了解而产生的错误认知，帮助其形成正确的

认知。并且参与体验的过程同时也是提升大学生专业技能的过程，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工作能力，为从事

灵活就业的相关工作提供技术与能力的支持。 
其次，帮助女大学生强化其性别优势，帮助其利用性别优势，巧妙发挥自身能力。当今社会确实存

在的性别就业歧视问题，但这并不代表现状不能改变。女大学生首先要清楚自己的性别属性，包括由此

引发而来的生理属性及社会责任的问题。要加强自身敢于突破的能力，不应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于限制，

要做真正的新时代的女性。不依赖他人，独立自主，相信自己可以做好，做的更好。如学校教育中可以

注重她们情绪的疏导，提升女大学生的情绪把控能力。受多种因素影响，女性的情绪把控能力普遍弱于

男性。所以高校要注重对女大学生的良性情绪培养，开展相应的课程或者活动，加强与任课教师的合作，

在平时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适当引导。在遇到困难或者情绪激动时及时进行劝慰和鼓励，使其对未

来的生活与工作充满自信。遇事克服自身情绪化的弱点，多使用理性思维思索，形成稳定的情绪和有效

的管控能力。 
同时，针对良性客观上存在的差异，教导女大学生正确面对。但差异不是差距，差异代表的是不同

而不是缺点。由此，引导学生利用自身的性别优势，巧妙发挥能力是一种很好的并且符合逻辑规律与人

性的方式。如在语言能力上，女性具有一定的优势。大多数女大学生在语言表达上都优于男大学生。所

以，学校可以适当引导女大学生对语言文字方向上的工作的关注，比如媒体编辑、文字整理、教育培训、

语言翻译、播音等工作。在交往合作上，女大学生一般善于倾听，感性思维对于人际交往领域有好处，

可以发挥女大学生温顺热情的特点，引导女大学生从事推销、公关、人事交流等工作。在耐心思维上，

女大学生往往具有体贴的特点，她们相比于男大学生更有耐心与同理心，可以引导她们将工作关注点放

在可以发挥这一优势的工作上。 
所以，在对于女大学生的教育上，学校要有针对性的开发新的课程，使女大学生了解并发挥她们自

身的优势，才能在未来的角逐中有更多的自信，更好地适应社会、展示自我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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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学校要加强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增加灵活就业方面资源的链接。高校应该加强指导，

在充分了解就业形势的基础上帮助女大学生进行良性的就业选择，减少女大学生对于就业的迷茫以及就

业过程中的误区，从而达到促进女大学生顺利就业的目标。高校应该站在女大学生的立场，设身处地地

切实安排相关课程，注重讲授方式，培养与激发女大学生对就业形式与自身能力的关注度，促使她们主

动关注当前形势意识。 
同时，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很多时候是由于没有实现资源的有效对接。一方面用人方找不到合

适的工作者，另一方面工作者也寻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因此学校可以成为用人单位与就业者之间的

桥梁，提供更多灵活就业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机会；提供就业前培训，使女大学生具备就业所必须的技能，

达到促进就业的效果。 

6. 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切实保障和支持 

男性和女性体力方面的差异，造成生产能力方面的差异，使得女大学生就先天条件来说就业的场域

比男性相对较少。据调查，男性与女性相比，大多数女大学生将就业目光更多的放在医疗机构和教育业

上，很少去从事工科类职业；在求职面试中，男性被成功聘用的机会往往多于女性；尤其国家“二胎”

政策开放之后，女性就业将会更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通过各种渠道去拓宽女大学生的就业

空间，从而提高女大学生的就业率。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要通过各种途径，为女大学生灵活就业提

供更多更好的发展空间。 
首先要积极推进两性平等政策的实施，努力消除性别歧视，维护女大学生权利。在用工招聘中，存

在用人单位表面上接受，实际上还是把女大学生排除在外的情况。对于有招聘需求的公司及企业来说，

应当转换自身对女性就业的“隐性歧视”。一般女大学生毕业后工作不久就会面临结婚和生育的问题，

而我们国家劳动法更是规定雇主需要为女性员工提供带薪产假和哺乳假。此时公司或是企业为减少自身

利益的损失，会倾向于录用不需要这些假期的男性，却往往忽视有能力的女大学生，使得她们遭遇不公

平的招工待遇。所以需要转变传统的性别观念，消除对以往“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 

促进女大学生合理就业，政府需要发挥其职能，建立起保障平等就业的法律体系，为女大学生就业

提供制度保障。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女大学生的权利，形成全面系统的体系，以清晰明确的制度法律来

规范相关部门或负责人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一章总则中就已具体强调：劳动者依

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

在三章公平就业中，更是详细地表明了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在录用职工时，除国

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而

且对于女性生育问题更是表明，用人单位录用女职工，不得在劳动合同中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

内容。所以对于女大学生在以后就职中，各职业选聘部门不应对于女性的生育问题等做过多的文章，而

政府也应对此进行相关的监督与检查，保障女性的相关权益。 

在女大学生灵活就业队伍中，更多的是从象牙塔中刚入社会的“无知女性”。在以后的就业道路中，

很少是有目标的前行者，多半是迷茫的边走边看。对于这种现象，政府更应该履行自身的职能，依法进

行就业服务和管理。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及相关设施建设，建立健全人力资源市场信息服务体系，

完善市场信息发布制度，为女大学生提供适合自身的就业部门及职位。同时相应的开展就业前的职业教

育和培训，使女大学生们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或者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增强其对相关灵活就业岗位的

了解。 

其次，拓宽女大学生就业渠道，为其就业提供更多选择。有关部门可以鼓励女大学生们在校期间依

据自身的优势和想法进行自主创业，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政府还可以根据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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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行性等条件，提供部分的扶持政策，减少或减免相关收费，优惠部分税收。鼓励大学生下乡当村官，

对到农村基层和城市社区工作的毕业生，给予薪酬或生活补贴，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 
大学生们的就业，除去到人才市场内部进行寻找，再就是通过报纸或是一些求职平台的信息发布中

选择。同时由于互联网和现代技术的发展，人们更多的愿意通过手机，电脑来进行求职的寻找。因此，

我们的新闻传媒体更应该去提供服务，利用互联网去搭建平台，通过网络和大学进行连接，在校园发布

即时的招聘信息，使大学生在校内便可以了解灵活就业的相关信息。或者是单独的进行构建求职平台，

提供招聘的信息，联系方式，具体要求等，甚至是和招聘的公司进行对接，可以让求职者在线与招聘公

司进行线上咨询，使得我们大学生可以在网上进行求职，获得更多的资源，使求职更为便捷。 
最后，完善保障制度，政企带动，形成合力。针对于女性生理属性及社会责任，政府应该积极完善

相关生育保障制度。这一客观现实是不可避免的，政府要通过制度完善保障女大学生的权利，同时为其

提供更多的便利。政府应大力宣传积极思想，使全社会形成尊重女性这一生理属性的氛围，更多的站在

社会效益与社会责任的视角上看待这一问题。政府应该发挥其带动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合力，共同促进

女大学生良性就业。 
我国的社会保障部门对于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应提供更多的关注，维护其在就业与社会劳动保障的

权利。开办监督举报部门，实时检查或是处理相关问题，切实保障女性利益。我国法律在这方面的不完

善更是难以保障女性就业问题，虽明确禁止性别歧视但都为原则性的条例，需要增加并完善相关的法律

制度。 
有专家表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女性在很多岗位创造的效率，不仅不比男的低，可能比男的还要高

[3]。在这种情况下，对女性的歧视是人力资源的一种浪费。所以，为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及健康发展，政

府所属的监管部门应对于歧视女性工作，不予以承认的工作机构依法予以严处。同时发挥女性组织及社

会公益机构的作用，对于女大学生就业进行宣传，积极帮助女性就业维权。为此全社会都应共同努力，

破除歧视偏见，为女大学生的就业提供更多更好的发展空间。社会包括用人单位应该给女大学生更多的

指导[4]，把目光更多的放在女性性别的优势领域。利用已有经验，因人而异制定个性化的发展策略，共

同合作达到双赢局面，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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