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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梳理从CNKI收集到的以“大学生”“慢就业”为关键词搜索到的282篇文献，从赋权理论的视

角，分析大学生慢就业现象在个人层次表现以啃老型、好高骛远型、迷茫型为主，人际层次表现在家庭

教育和媒体影响这两方面，政治层次表现为职业规划政策宣传或认识不足，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为

独立的意识不强，自我能力认知不够，职业生涯规划不足，社会工作的介入应根据赋权理论，从批判视

角解决个人层次方面的问题，从生态视角解决人际层次方面的问题，从压抑的历史视角解决政治层次方

面的问题，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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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282 papers collected from CNKI with the keyword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s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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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ar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owerment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of slow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which is mainly cha-
racterized by boomerang, over-ambitious and confused, and at the interpersonal level,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influence of child discipline and media, the political level is manifested by the 
lack of publicity or awareness of the policy of career planning, which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lack 
of awareness of independence, the lack of self-awareness, the lack of career planning, and the in-
tervention of social work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empowerment, this paper tri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dividual level from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interpersonal level from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political level from the repress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o as to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employment concept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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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部分 90 后在大学毕业后并不着急就业的事情，而是

有一些其他的选择，慢就业由此产生。2017 年通过对第一代部分“95 后”职业观念的调查，发现约 60%
的“95 后”大学毕业生对慢就业持认可的态度[1]，到 2021 年，据《2021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

在参与调研的 2021 届毕业生当中，只有 56.9%的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单位就业，比去年降低了 18.9 个百分

点；但是选择自由职业、慢就业、继续学习以及创业的大学生的比例均大幅度上升，甚至呈倍数上涨[2]。
在整理的文献中，有 31%的文献提到要减少大学生慢就业现象，需要转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 

因此本文通过 CNKI 收集了 282 篇文献，从赋权理论视角入手，回答大学生慢就业现象主要表现的

类型，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以及社会工作可如何介入的问题。 

2. 大学生慢就业现象的类型 

在慢就业这一概念刚出现时，国内的学者将其类似于间隔年，即 Gap Year，指的是青年在升学或毕

业后并不急于盲目踏入社会，而是停顿下来做一次长期的远距离旅行，或用一段时间放下脚步去做自己

想做的事情[3]。但是随着国内就业现状的逐渐复杂化，很多毕业生毕业不就业，不仅仅是因为想做一些

自己想做的事，还有一些其他复杂的原因。故本文将慢就业定义为大学毕业当年没有升学且不去找工作

的大学生。根据赋权理论的三个层次，即个人层次、人际层次、政治层次[4]可将大学生慢就业现象分为

以下三种类型。 

2.1. 自我定位不准型 

从个体因素方面看，大学生主要强调个人方面的原因影响了对于就业的认知，主要表现为啃老型、

好高骛远型、迷茫型。啃老型的表现就是毕业之后，不去主动找工作，有的为了不让他人说闲话，美其

名曰在家复习“二战”或“考公”，实则整天吃喝睡玩，依靠父母生活。 
好高骛远型的表现就是能力与理想不匹配，一心想要找一份高收入，高福利，待遇好的工作，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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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找到或者没有被录用，他就不愿意去找一些低收入，福利差，待遇不好的工作，就因此一直拖延，

到最后不找工作，从而成为慢就业中的一员。 
而迷茫型则是对生活没有规划，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他们往往在大一大二的期间就开始迷茫，

到了毕业也没想好自己要选择找工作或是考公、考编、考研，什么都尝试，但最后的结果都令人不太满

意，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他们还需要时间仔细想想自己需要做什么。 

2.2. 人际影响型 

从人际关系方面来看，他人与大学生的互动影响了他们的就业观。最容易影响大学生的就是家人与

媒体。特别是现在的家庭，已经全面脱贫，一些学生家庭对学生娇生惯养，让他们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也不要求他们去就业，一心只要他们考公务员或考研。一年考不上，就两年，两年考不上就三年。反正

也不愁吃穿，可以为他们提供经济支撑直到考上为止。 
另一方面就是一些不良媒体，他们捕风捉影，以小夸大的报道，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观。他们的报

道偏向于娱乐化、夸大化、片面化，一些不实的报道让这类同学认为自己的学历是本科，算是较高的学

历，因此一定可以找到待遇高、福利好的工作。 

2.3. 政策认识不足型 

从政治方面来说政策认识不足，对大学生的就业观影响比较大。当前学校对大学生就业政策的普及、

宣传和落实，多偏向于应届毕业生以及对大学生就业的优惠政策，比如高校都会在毕业生找工作时，组

织各种高校宣讲会，人才博览会，在学校公众号上推送就业信息以及老师发送就业信息等，但是对就业

观念培养等相关方面的政策宣传还不够深入。我国高校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方向与我国市场需求是一致

的，但是由于人才培养具有滞后性，人才就业体制也具有滞后性[5]。我国大学生就业支持体系缺乏统一

的规划。就业是关乎一生的事情，应该在学生初高中时期，就培养一种良好的就业观念，这种就业观念

应该伴随学生一生，并在大学时与之相贯穿。 

3. 大学生慢就业现象的成因分析 

根据相关研究分析认为，大学生慢就业现象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3.1. 独立意识不强 

拥有独立的意识是完整自我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社会人，是需要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的。但是啃老型

的同学却并非如此，他们被戏称为“巨婴”。一位四十多岁的海归硕士，不想工作，仍然要靠自己 82 岁

身患尿毒症老母亲养活。山东一名 70 多岁阿婆的儿子在家啃老了二十多年，不愿意找工作，靠着母亲每

月 3000 多块钱的退休金生活。很多人认为这些人是不思进取，但是当这类人群数量愈加庞大，可能就不

仅仅是个人的原因。根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统计，我国有 65%以上的城市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有

30%左右的成年人需要父母为其提供生活费。这部分学生缺乏自己独立生活的意识，甚至还没有独立生

活的能力。 
迷茫型的学生也源于独立意识不强。他们往往是只知道学习，没有考虑过自己的以后以及自己所要

从事的职业。他们不想去考虑以后自己要做的事，只安于现状，不会为自己早做打算。他们在学习的时

候一心学习，并没有过多的考虑自己的未来，直到快要毕业才感到恐慌，但是却又一时想不出自己到底

要做什么，就越拖越久，结果到毕业之后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这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困扰他们很想去

解决，但是又无从下手。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8465


郭聪慧，崔永霞 
 

 

DOI: 10.12677/ass.2022.118465 3398 社会科学前沿 
 

3.2. 自我能力认知不够 

好高骛远型的学生对自己认识不够清楚，一心想找高薪高福利的职业，或者选择自己去创业，不愿

意去做一些看起来很累，技术含量不高且工资很低的工作。他们受外在环境的不良影响，从而形成了对

自己的错误的认知。 
这类学生一般都是对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的定位不明确。在计划经济时代以及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的

教育发展还不够充分，能够读大学的人是极少的。当时的大学生毕业了就是金凤凰，可以直接安排工作，

铁饭碗也到手了，得到他人的羡艳。因此其社会地位很高，待遇也很好。人们就认为，成为了大学生，

就相当于之后有了稳定的工作，一生衣食无忧。家长也是这样教育孩子的，只要上了大学，毕业了就可

以找个好工作，一心让自己的孩子上学。但是随着教育的普及，高校数量的增长，高校人数的扩招，大

学毕业生不再被统一安排工作，且毕业生的人数增加，就业市场竞争压力剧增，没有那么的岗位给这些

毕业生，优中选优，一些学生自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当家庭和社会赋予毕业生的期望与现实中毕业生

的能力不匹配时，这类学生自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且产生挫败感。 
媒体的报道也偏向于结果，以至于使这些学生忽略了过程，没有辛勤的付出哪来的高薪？高新技术

产业的平均工资很高，但背后却是 996 的工作模式，熬夜、加班、白头、猝死。一些学生只看到了报道

的结果，认为赚钱很容易，所以就在找工作时，去投高薪工作，但是自身竞争力却不够，以致于总是落

选。而他们不想选择那些工资低，福利待遇不好的工作，最终走入待业。这些学生想象中自己能被聘用

的工作与现实有很大差距，他们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同样是别人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而自己

却不能。殊不知是媒体赋予他们的是理想化甚至说是虚妄的权利，他们却并没有意识到反而信以为真，

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与众不同的，一定可以找到一份高薪高福利的工作。 

3.3. 职业生涯规划不足 

良好就业观念的树立，需要学生对自己职业生涯规划有清晰明确的认识。从小就会有父母、老师问

我们长大之后想做什么。此时我们的回答是基于我们当时那个年龄的认知。在有了这个认知之后，需要

对自己的职业目标有更清晰的思路以及更具体的了解，这就需要在初高中时期，就给予学生这方面的课

程讲述，让他们对职业有大致的了解，这样在选择自己之后专业时，才不会盲目、随大流。到了大学更

是学习职业生涯规划的黄金时期。但是，很多高校的职业生涯规划课并不关注学生自身状况，集中于新

生入学第一学期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以及离校实习前一个学期的就业指导课程，“断层式”的生涯规划

教育导致了学生不能真正形成职业生涯规划能力[6]。且课堂内容也只是泛泛而谈，没有针对性。同时学

生自身也不重视，没有认真听讲，用心思考，致使职业生涯规划课的效果不大。 

4. 社会工作解决学生慢就业问题的必要性 

纵观 2017 至目前为止的有关大学生慢就业的文献，大多在“思政”方面。讨论的是慢就业概念，慢

就业的类型以及针对这些类型所提出的相应政策性的建议。总计一下，多是在学生、家庭、学习、企业、

政府这几个层面提出建议。而针对慢就业群体的对策只从几个大方面来讲，还不够精确，只是提出了方

向，并没有提到具体要怎么去实行。而且一些策略在目前疫情的背景下很难实现。这也导致慢就业而产

生问题的学生具体解决办法方面的可供参考性较小。 
因此如果想要减少慢就业现象，解决这类学生的问题，不仅仅是需要政策支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

中，也需要根据不同类型，不同情况去具体对待，更需要大量案例供大家参考。社会工作可以对此有所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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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社会工作者的角色 

社会工作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门学科，社会工作者扮演者服务提供者和政策影响人的角色。做

为服务的提供者，社会工作者可以针对不同慢就业类型的大学生提供不同的意见。包括心理的咨询和意

见的咨询，也包括物质帮助和劳务服务，满足慢就业大学生的多种需求。 
作为政策影响人的角色，社会工作者可以将慢就业问题的情况及自己的分析告诉政策制定者，倡导

并推动相关政策的改变。教育，就业等方面的专家也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还有一点不同的是，社会工

作者也是社会政策的推动者、执行者、落实者。社会工作者可以在实务的过程中，将一些慢就业相关的

政策落实到服务对象身上，从而了解这些政策是否可以帮助以上类型慢就业的大学生找到自己满意的工

作。 

4.2. 社会工作的专业性 

社会工作直接服务方法有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种，在服务过程中强调服务对象的个体

性和独特性。因此社会工作可以针对不同慢就业学生运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比如针对一些

情况比较复杂，难以短时间解决的大学生采用个案管理的方法帮助其解决问题，针对同质性较强的慢就

业类型大学生采用小组工作的方法，帮助从小没有职业观念或是规划的学生采取社区工作的方法。 

5. 社会工作解决学生慢就业问题的可行性 

目前针对具体解决慢就业学生问题的有张阳明(2020)基于循环理论的视角，以大学生本身为行动主

题，家校企业为辅助，采用：计划——执行——检查——行动的模式[7]，促进大学生慢就业中一些问题

的解决。其针对的就是“职业生涯规划不足型”的学生。通过建立就业培育计划、建立指标监测体系以

及构建赋能的激励的机制来让大学生尽早树立职业理想，明晰职业方向。这与社会工作的行动研究是有

所联系。而吴敬之(2021)通过一名大四学生前期找不到工作以及后期有工作不去的问题的解决，运用一些

方法帮他解决就业问题，从而使其找到了理想工作[8]。这类似于社会工作的个案方法，针对的就是“自

我能力认知不足型”学生。因此如果想要减少慢就业现象，解决这类学生的问题，不仅仅是需要政策支

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也需要大量案例供大家参考。以上两种方法虽然不是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

但两者是类似的，这也一定程度在实践上表明社会工作是可以在大学生慢就业这一既定现象中有所作为

的。而在社会工作的理论中，赋权理论既可以运用在微观的个人也可以运用在中观的小组、社区，其可

操作性较强，对于“慢就业”这一群体也较有适用性。 

6. 赋权理论 

赋权，指的是社工针对案主所采取的一系列活动的过程，旨在减少基于污名群体的成员的负面评价

而形成的无力感[4]。其强调个体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发展自己的能力，可

以有独立意识的去对自己如何行动做出选择。赋权有三个层次，分别是个人层次，人际层次和政治层次。

在个人层次方面，个体能够感到有能力去影响或解决自己的问题。在人际层次方面，个人有与他人合作，

促成问题解决的经验。在政治层次方面，可以促成政策或政治层面的改变[4]。即赋权理论在于通过知识

的提供，使案主有一定的权力去独立的做出自己的选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变迁。 

7. 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慢就业的方式 

按照赋权理论视角，根据整理姜一凡(2021)，赖荣鹏(2020)等文献可见，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慢就业

从赋权的三个层次出发，常用的实践角度为生态视角、压抑的历史视角和批判视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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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利用批判视角来增强自我意识 

批判视角要求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慢就业在个人层面的问题。 
大多研究在个人层面都是要通过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来解决慢就业问题。但是正确择业就业

观背后，与个人生活经历，性格等方面息息相关。因此要采用个案的方式来了解慢就业同学的深层次原

因，从而对症下药。 
首先通过资料的收集以及与服务对象的对话，评估服务对象目前的自我意识以及独立意识，了解他

们的学习的愿望。之后要与服务对象建立良好的互惠关系，这种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是以案主为主导的

关系，社工只是作引导和信息提供的角色，而不是压制的家长制作风。在建立关系之后可以采用叙事治

疗的方式，运用鼓励、支持、澄清等技巧，询问服务对象的故事，引导出服务对象真正想要拥有的经验，

判断其是否有想要就业的意愿，并帮助服务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他的故事，而不是单一的一个方面，

比如因为家庭的溺爱所以不想要去找工作，想一辈子呆在家里，但是父母总会老去，在他们老去之后自

己又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该怎么办呢？或者是让服务对象去了解别人对于啃老的看法，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自己的想法。 
然后，可以引导服务对象展开故事重写，让他们进入新的场景，使用新的立场，体验新结果和新故

事的涵义。如果自己找到一份自己想要的工作，那么之后就是另外一个结果，自己的自信，独立感也会

有所提高。 

7.2. 利用生态视角来增赋自我能力 

生态视角要求我们关注人以及人周围的环境。影响大学生慢就业的因素不仅仅是自身，还有他们的

家庭和周围的环境。要充分利用慢就业大学生的家庭资源和媒体资源。 
具体的介入方式，同样是先建立互惠关系，之后准备进入服务对象的世界，要对准案主的世界，询

问他们对自己能力的看法以及对自己能胜任的工作的看法。可以适当运用职业表和智商测试等专业量表，

给案主一个准确的定位。注重家庭的作用，因为很多慢就业学生背后都有一个家庭的支持，给了他们生

活的资源。所以对他们的父母也可以采取叙事治疗的模式。如果自己老去，自己的子女仍是要学会独立

生活的。最后再进行故事的回响与强化。当服务对象与他们的家庭都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就可以进行下

一步的介入。提升了服务对象的自我意思，就可以引导他去找工作独立生活，当然一定要激发出他的内

在动力。如果服务对象自己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就算是达成服务的目标，如果服务对象自己和他的家庭

没有资源去找工作，就需要社工链接社区、政府资源对服务对象进行职业培训，帮助其找到工作。 
而在媒体方面，要引导案主学会辨别信息，不要被一些不良媒体的不实报道所影响。可以通过一些

当前大学生就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就业岗位等数据，让他们了解到自己目前所拥有的真实的权利。在

2015~2016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创业发展报告·2015~2016》在东北师范大学发布。该报告资料表明，

平均月薪为 3869 元。可见大学生毕业生的工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高的。也不是一些媒体夸张的宣传，

一年可以赚几十万等，那也只是个例，而不是全部。要让服务对象认识到这个事实，接受现状。 

7.3. 利用压抑的历史视角来规划职业生涯 

压抑的历史视角要求要求我们了解被压迫群体的历史发展以及相关政策。 
在中国古代，基本都是“学而优择仕”“士农工学商”的观点。而现在仍有很多学生和家庭都有这

样的想法，认为公务员才是最好的职业选择。同时，我国在职业规划这方面的法律、政策是存在一定的

缺失的，需要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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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情况，在学校层面，可以采取小组的方法。因为同辈间的相互影响，或朋辈间的互相督署、

促学；交流、共享；扶助、互助，更能产生适应积极心理学所激发的对积极人格特质需求的市场阈[9]。
采用互助小组的方式，将这类学生组成一个小组，互相诉说自己的烦恼，互相分享自己的经历，互相支

持，同时有就业的信息也一起分享，可以更快的帮助组员摆脱迷茫的状态，了解更多的信息，找到适合

自己且自己喜欢的职业。 
另外，在政策层面，社会工作者应该倡导相关政策的完善。要求赋予学生除学习之外的其他权利，

要让学生全面发展。并与学校合作协商，引导学生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就思考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领域以

及将来的职业方向。可以组织一些介绍各种职业的课程，尽早接触社会。建立个人职业兴趣档案，这份

档案可以放在自己的个人档案中，一直持续到其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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