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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毕业生能否以对口专业就业无论是从衡量高校教学质量的角度、还是毕业生就业质量的角度来看，

都是关键问题。但是出于种种原因，部分高校毕业生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并不能顺利的从事与其专业相

关的工作，或选择对口的职业。本文通过对该现象的深入调查，发现大学生就业存在专业偏斜，对口专

业就业压力大，对口专业就业占比小等六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从高校、企业与大学生三个角度提出了

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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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college graduates can engage in jobs that match the major chosen by the univer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college teaching or the perspective of graduate employ-
ment quality, is a key issue. However, for various reasons, some college graduates cannot sm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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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 engage in jobs related to their majors or choose their counterparts when choosing jobs. Through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the degree of matching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and ma-
jors,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re are six major problems in the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luding professional skew, employment pressure on counterpart majors, and degree of professional 
preference. On this basis, targete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niversi-
ties, enterprises and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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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毫无疑问，学生们考入大学并且选择专业课程，都希望通过在大学的学习使自己今后能在就业市场

取得成功，收获自己满意的职位。因此，高校的就业度一直以来都作为衡量高校教学能力和水平的重要

标准之一。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毕业人数一直都呈现每年不断增长的势头，这就会导致等待就业的毕

业生人数逐渐的积累和增加，就业压力增大已经成为了不容置疑的现实问题，也成为了国家，社会，毕

业生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大学生就业与专业匹配度问题就有一定的必要意义。如果高校各专业的大部

分毕业生能都在专业对口的领域内选择到一个合适的工作，那么可想而知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因此就会

大大地减小，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反之，如果大学生就业与专业匹配度不高，那么大学作为学生与社

会对接的通道这一重要的作用就会大大折扣。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高校学生就业与专业匹配度问题的调查，同时探究什么专业领域更容易

导致与就业岗位的失衡，什么原因会导致专业与就业匹配程度不高。进而分析出大学生专业与对口就业

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助于引起高校、企业、毕业生自身三者的重视，寻求有建设性的改进方法，为就业

压力的缓解做出一份贡献。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选取各大高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调查样本涵盖“985”，“211”，普通一本、普通二本

等各层次类型高校，包含理学、工学、医学、农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

育学、艺术学等不同类别的学科分类，力求调查的数据和过程具备一定的普适性、通用性和广泛性。同

时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从各个专业学院的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各年级随机抽取

部分大学生进行本次调查。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分析法 
在图书馆和互联网上搜集相关的文献，资料，并仔细研读，为本论文的写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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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问卷调查法 
本文通过问卷、访问等形式，收集各高校(包含理工科、文科各种专业)的专业信息，分析它们的课程与

对应行业需求的知识或技术，分析归纳出当前大学生专业与就业匹配度的大致形式和影响大学生专业与就业

匹配度的具体原因。问卷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个人基本信息调查，第二部分是关于大学生就业与专业

匹配度的具体问题。问卷的设计经过资料收集、形成初稿、试填、修改、定稿等阶段，最终形成本问卷。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066 份，收回 966 份，回收率达到 90.6%。有效问卷 908 份，有效率达到 93.9%。

其中，大一有效问卷有 108 份，占比 11.9%；大二有效问卷有 165 份，占比 18.2%；大三有效问卷有 234
份，占比 25.8%；大四有效问卷有 401 份，占比 44.2%。在受调查的 12 大类学科中，理学有 83 份、工学

86 份、医学 82 份、农学 64 份、文学 67 份、历史学 7 份 0、哲学 68 份、经济学 85 份、管理学 80 份、法

学 67 份、教育学 84 份、艺术学 72 份。对于回收的有效问卷，采用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并得出结果。 
访谈调查则不设具体的问题，从“你对自己专业的看法”、“你对未来就业的设想”这两个大方向

出发进行访谈和记录，并根据实际情况抛出针对性的问题。最后收集访谈结果，总结规律，得出结论。 

3. 调研结果分析 

3.1. 对口专业就业存在“偏科”现象 

在调查的结果的分析过程中，首先就发现就业存在严重的“偏科”现象。如下表 1 所示：调查结果

显示：不同的专业有着不一样的就业岗位数量。如果把“对口岗位少”看成衡量改专业是否容易找工作

的指标，可以轻易的看出，像历史学、哲学、理学这种偏理论，抽象性的学科，本身就是特别难找到匹

配的工作的，更不用去谈就业竞争压力大不大。而像医学、教育学、管理学、艺术学这种实践性很强的

学科，市场需要面自然也很广，因此岗位数量自然也不用担心，他们更要考虑的是就业竞争的问题。这

种现状如果持续发展下去，将会导致热门的学科更加热门，有更多的同学蜂拥而至的去选择；而冷门的

专业则会更加的冷门，社会的重视程度从而越来越低。所以就业存在的“偏科”问题不容忽视，而通过

访谈调查总结出，学习历史学、哲学、理学这类偏理论的学生，他们的第一选择往往不是毕业以后就业，

而是绝大部分倾向于考研、读博，往科研、留校任教的方向发展。如果不选择深造的毕业生，则大部分

毕业都会选择转行或者当老师。 
 
Table 1. The impact of majors on counterpart employment 
表 1. 专业对口就业的影响 

 对口岗位少 岗位数量客观，但竞争压力大 对口就业压力较小 

理学 62.30% 32.30% 5.40% 

工学 20.50% 58.70% 20.80% 

医学 3.50% 70.90% 25.60% 

农学 55.60% 29.10% 15.30% 

文学 32.40% 36.80% 30.80% 

历史学 81.60% 16.10% 2.30% 

哲学 84.50% 13.30% 2.20% 

经济学 25.40% 66.40% 8.20% 

管理学 23.60% 67.50% 8.90% 

法学 33.70% 49.50% 16.80% 

教育学 19.90% 63.70% 16.40% 

艺术学 20.50% 73.10%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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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口专业就业竞争压力太大 

假设不考虑那些就业“冷门”专业，对于“热门”就业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也有他们的烦恼，从

上表 1 中可以看出，如今就业的热门：艺术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医学、计算机(工学的占比虽

然不高，但是经统计发现，工学中的计算机分支就业竞争压力高达 73.8%)。这些专业的就业岗位数量虽

然多，但由于学习这些专业的学生基数也众多，也导致了不好就业、难就业的现状。 
同时通过访谈调查，正因为这些热门专业火爆程度逐年增加，导致企业招聘难度加大，一些本科毕

业生不得不选择读研深造以应对激烈的竞争。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看见找工作的压力这么大，退而

求其次选择大四上的考研。最坏的情况，就是部分毕业生放弃自己的专业，转而寻求不对口的工作。 

3.3. 对口专业就业的占比少 

下表 2 反应学生对自己专业的喜欢程度。真正是完全喜欢自己专业，立志钻研专业知识的学生是少

之又少。反而，有大部分学生是愿意主动学习自己的专业，不管喜欢与不喜欢。 
 
Table 2. Survey on the degree of students’ preference for their major 
表 2. 对专业的喜欢程度的调查 

项目 占比 

特别喜欢，愿意钻研 10.30% 

比较喜欢，可以主动学习 36.50% 

谈不上喜欢，但是愿意学习 38.60% 

不感兴趣，被迫学习 14.60% 

 
同时，不感兴趣，被迫学习专业知识的学生也不在少数。通过访谈调查，这部分学生大部分都是因

为进入大学时由于各种原因(如高考失利，父母要求等)被迫选择专业，从而导致不喜欢。还有一部分是，

进入大学发现专业课越来越无聊，挂科越来越多导致不喜欢。甚至还有一部分是，在大学中学着学着，

发现了自己更喜欢从事的东西。同时调研也发现有一部分是在大学生活中，身边游戏等娱乐活动已经让

其“麻木”，无法专注于专业上，从而不知道喜欢与否。从调查“毕业后是否准备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

工作”表 3 中发现： 
 
Table 3. A survey on whether you are ready to engage in work related to this major after graduation 
表 3. 毕业后是否准备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类型工作的调查 

项目 占比 

一定要从事和本专业相关的工作 9.70% 

优先考虑和本专业相关的工作找不到也能接受其他工作 45.50% 

还在迷茫中，没有考虑清楚 24.40% 

坚决不首先考虑和本专业相关的工作 20.40% 

 
通过整理统计发现，“一定要从事和本专业相关的工作”的群体，大部分来自表 4“特别喜欢，愿

意钻研”的群体，少部分来自“比较喜欢，可以主动学习”。而“优先考虑和本专业相关的工作，找不

到也能接受其他工作”的群体大部分来自“比较喜欢，可以主动学习”和“谈不上喜欢，但是愿意学习”

的群体。表 4 的“不感兴趣，被迫学习”，则基本都选择了“坚决不首先考虑和本专业相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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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学生自身对专业的喜欢程度一定会影响毕业后的就业选择。尽管这种自身的喜欢程度可以是一

进大学就确定了，也可以是在大学学习中改变了的。 
 
Table 4.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when choosing a job 
表 4. 择业时最看重的方面 

项目 占比 

专业对口 33.60% 

此工作的发展前景 50.40% 

受父母决定影响大 21.40% 

工薪待遇 63.70% 

个人兴趣 42.10% 

此工作的社会地位，社会声誉 50.30% 

岗位可以施展个人能力 54.60% 

工作环境和稳定性 48.60% 

专业晋升 39.50% 

其他 36.50% 

3.4. 对口专业就业诉求降低 

从下表 5 并结合访谈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当今的大学生工作受父母影响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

了。但是工作的薪资待遇、发展前景、社会地位仍然是占重要的地位。受访谈的大学生，很大一部分表

示，如果面试的工作不能达到自己心中的设定，第一选择肯定会是放弃此工作去寻找更好的工作。因为

他们大部分都相信，在这么大的就业市场里，一定能找到自己愿意妥协的一份工作。当然，在后续调查

中也发现，也存在一些在就业市场碰壁的人，或者再实习期间就“饱尝心酸”的人，在经历了这些以后，

开始逐步降低的标准和要求。 
 
Table 5. Reasons that may make you give up working with your professional counterpart 
表 5. 可能会让你放弃与自己专业对口工作的原因 

项目 占比 

同行竞争太强 54.20% 

同行岗位太少 52.40% 

对专业不感兴趣 76.80% 

家人另有安排 20.50% 

社会地位低 66.90% 

工资不理想 70.40% 

想尝试新行业 40.50% 

其他 32.40% 

 
从上表 5 也可以佐证，对专业的兴趣，社会地位、工资待遇仍然也是会让大学生放弃专业对口工作

的原因。这就是大学生对口就业充满了很多不确定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往往可能就是不容易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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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也是最难做到让大部分人满意的地方。在这里并不是讨论大学生对第一份工作要求高的好坏与

否，而是想通过调查结果总结出：当今大学生普遍都是将应聘的工作和我期待的工作进行对比，并且愿

意妥协的程度降低了。 

3.5. 对口专业就业的支持力度尚需进一步提升 

从下表 6 与表 7 的结果，大部分同学反应国家政策和学校就业指导能帮助到他们的就业程度与范围

还是有限。具体表现在高校学生众多，无法为大部分学生提供切实的就业帮助，只能有限的帮助一部分

同学(比如成绩好的优先)；还有受高校水平影响，名气较大的学校就有很多就业的资源，名气一般，较低

的学校则无人问津，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政策。同时通过访谈调查，很多学生指出学校的就业课程、

就业指导，都有停留在纸面上，有着“华而不实”的通病。即讲了许多空话的理论，却感觉没有一点实

际的作用。 
 
Table 6. Survey on the state’s policy assistance for the employment of the profession 
表 6. 有关国家对本专业就业提供政策帮助的调查 

项目 占比 

能感受到 43.50% 

不能感受到 35.20% 

从来没有关注过 21.30% 

 
Table 7. Survey on employment guidance or training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表 7. 有关就业指导或创新创业的培训的调查 

项目 占比 

很有帮助，已经让我找到了明确就业的方向 12.50% 

有帮助，但是自己还没有具体的方向 36.80% 

听起来理论讲得很好，但是没有实际可操作性 34.60% 

没有帮助 16.10% 

4. 研究建议 

4.1. 高校应提升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并加大与企业的适配性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各种技术的革新，在专业领域“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现象是时有发生。日益严峻

的就业形势和激烈的社会竞争时代背景下，单一的专业知识已经不能满足企业、社会的需求。企业往往

更加青睐学生拥有更加广泛丰富的跨专业学科知识，以拓展能力，比如程序员的要懂管理和外语；建筑

工程师的要在美术上有一定造诣，同时要熟练于计算机绘制工图的应用；文学家可能还要有一定的音乐

修养，有助于激发创作灵感。 
这些都无形的要求的学科和专业设置要边得更加灵活，敢于跨过学科与学科之间的鸿沟，开发综合

性和实践性并存的课程，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而不是应试能力。对于已经存在的专业，要对课程进行

改革。首先是教学模式的改革，要尽快摒弃所谓的“唯分数论”、“唯考试论”选拔人才的标准，注重

实践环节、注重综合考评，而不是为了有个好的分数而去完成实践。同时，应该在授课过程中培养学生

完成项目的能力，包括项目设计，项目报告，项目总结等步骤，与企业安排项目的过程对接。 
其次，专业课程设置不能与企业需求相匹配，是导致大学生就业与专业匹配度不高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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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校培养学生有点类似于生产线，一年又一年，一届又一届。因此每个专业往往都会形成一套固定

的教学模式，诸如固定的 PPT，固定的题库，固定的解题思路等等。这虽然有利于提高教学速度，但是

同时也忽视了对于实际应用的需求——即企业的需求。企业是以利润、效率为中心，不管知识掌握的多

牢固。只要能用更快的手段，更快的工具，更快的方法完成任务，就是好的。所以注定两者会产生冲突。

为社会输送专业性人才是高校最主要的作用之一。因此从基于当前课程体系的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不匹

配的现实出发，需要研究如何运用扎实的理论方法，探索与企业需求相适应的课程体系，并在它们之间

建立一种相互联系的关系。 

4.2. 学校应提升学生就业与职业规划能力 

目前高校基本上都有就业指导课程和创新创业有关培训与资助。但是需要反思，这些课程的设置是

否真正的实现了其存在的意义，还是单纯的为了完成任务。因此，“有效”显得尤为重要。不是说高校

每年给在就业，创新创业上拨多少款就能起到作用，而是要从教学理念、课程设置、考核标准、导师辅

导上处处与就业、创新形成一定的关联，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引导学生。目前，高校在这一点上显然还

存在的不足。高校的“学术”气息远远大过了“应用”气息。对和考研有关的专业课的教学比重，远远

大于了就业有关课程。对分数的注重远远大于了对应用实际的注重，尽管很多学校都开设了专业实验课，

但最终这种课程还是或多或少的逃离不了考试的“影子”。 
所以说，缺乏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就业指导和创新创业培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各方面的力

量去研究和突破，找到如何改进的最好方法。帮助树立学生正确的就业观，应该培养学生自我认识、自

我定位的能力，重在调整学生就业心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就目前阶段而言，高校应加强对大学

生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从多个方面提供一定的、必要的帮助，鼓励创新，营造创新的氛围[2]。同时，

提供一定的奖励，支持那些表现良好的创业团队。也可以安排专业教师带领、指导发展较好的团队，提

供一定的技术与经济支持。 

4.3. 各级政府应加大就业政策的落实，保障大学生顺利就业 

就目前的形式而言，我国的总体就业形势严峻已经是毋庸置疑的现状。在未来几年中，预计城市地

区的就业人数将保持在数千万以上。但是，在目前的就业需求下，每年可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不能满

足就业群体的需要，每年的就业缺口仍然在百万级。再者，大学毕业生的人数逐年增加，因此，随着基

数的逐渐增加，等待就业的毕业生人数也意味着其正在增加和积累。 
对于政府和相关部门来说，最首要的方式应该是通过出台相关的政策和一些必要的措施，保障、拓

宽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尽可能的扩大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和就业选择。同时，还可以设立创

业基金、提供创业货款、实行税费减免等措施来环节就业生工作后的生活压力，以保证更大限度地发挥

作用，缓解就业压力。 

4.4. 企业需加强与高校的联系，做好人才储备 

毕业生就业时拥有的职业能力与企业期望的职业能力之间的差距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重要方面。企

业总是希望在有限的名额之中，找到拥有无线潜力的毕业生。因此应聘的考核难度不断加大，手段不断

增多，次数不断增加。这就导致一部分毕业生“望而却步”，放弃对口专业的就业，转向考研、非对口

就业的道路。 
目前企业与高校的合作还不够紧密，很多大型公司除了从高校招收人才以外，没有为高校提供实质

性的“反哺”措施。因此，企业自身应该更好的向高校靠拢，采取一定的措施，如高校企业合作办学、

企业技术人才到高校兼任讲师，给高校师生提供假期技能培训等，来打开高校学生的眼界，促进高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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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改革[3]。与此同时，企业自身也能从中获取想要的人才，比如与高校签署协议，将自己参与

培养的学生招入企业的麾下。 

4.5. 大学生应做好客观的自我定位，科学地选择职业 

无论是从舆论还是本次调查得出的结论，部分大学生“眼高手低”现象的存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第一次正式踏入社会的大学生，就业本身就是一场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一场自身实力与社会要求的

较量。因此毕业生们都将面临个性与社会约束之间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矛盾。会有好面子、想要待遇好、

想要工作环境好、想要工作压力小等想法。除了家长，学校的老师，社会上的舆论都会间接影响毕业生

的就业心态。一些媒体、公众号、求职网站也都是以博眼球为目的，在招聘、宣传、报道等途径上，宣

扬高薪职业，贬低底薪职业。这种做法本身缺乏客观、专业的态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学生的就

业观。 
作为信息时代的大学生首先要做到客观的进行自我定位、自我评估，要求毕业生们能具备清晰的自

我认知。不要盲目乐观，和眼高手低。其次是要求高校毕业生科学的选择职业应针对合适自己的角度做

好职业规划而不要人云亦云，自乱正脚。不论是对于进入职场，还是仍在学习的学生们来说，职业生涯

规划都会对今后的个人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只有有了清晰的地位、合理的目标，才能拥有前

进的方向和动力。 

4.6. 大学生应积极关注专业与就业的联结，并为之努力 

虽然在调查结果中，选择“高校课程设置存在一定不合理”选项的人数占比例很大。但是只要具备

自学能力，在课余时间主动学习，其实也是可以达到职场的应聘条件和技能需求的。但是，很多大学生

由于在大学期间没有树立这种自学、主动学习的意识，没有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造成了懒惰、自主学

习能力不强的问题，从而使得自己在就业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大学四年是离进入社会就业距离最近的四年，可以看作是最为重要的时期，应当树立目标并为之而

奋斗。大学生多关注专业与未来就业之间的联系，为今后选择自己的方向做一个铺垫，做好从专业方向

就业过渡的准备。积极适应大学生活，适当娱乐而不是沉迷，给自己创造，或者寻找更多的机会去不断

地充实自己、锻炼自己。同时认真学习专业知识，适当地往自己喜欢的方向自学，走在学校进度的前面。

多参加专业的比赛，比赛是综合素质的体现，通过完成某个项目，能更好地体现个人的综合能力。对于

毕业生而言，更重要的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树立一个良好、适合自己的价值观、就业观，在实习中锻

炼自己洞察力、判断能力等一些基本的职场能力，在平时多去寻找实习机会，敢于挑战，敢于试错，这

样才能为就业打下扎实的基础，提供更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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