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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学生就业形势的调查研究

1　 沈国兵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外贸和就业的冲击及纾困举措 [J].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020(3):16-25.
2　 人民日报 . 新冠肺炎全球疫情形势 [N]. 人民日报（微信），2020-04-03(001).

——以财经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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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就业不但关系到学生个人成长成才，更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笔者通过对财经学院 2020届
毕业生的问卷调查，客观了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就业环境的感知、就业的期望等方面，并根据调查

结论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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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查背景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对就业工作做了充分阐释，

应对国内民生发展现状，要实施就业优先的政策，创造

更多就业岗位；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2 月 23 日统筹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上，提出要全面强化稳就

业举措，并强调“就业优先”是当前国内经济社会发展

的关键；国务院在应对社会发展的“六稳”工作举措中，

将稳就业放在六稳之首，利用网络招聘等多种形式帮助

更多劳动者实现就业，全力促进就业大局稳定；2020 届

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上，教

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年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 874 万

人，做好他们的就业工作，是“稳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毕业不能就业、毕业不好就业，势必影响社会稳定，

“要注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统筹做好毕业、招聘、

考录等相关工作，让他们顺利毕业、尽早就业”；习近

平总书记的最新指示，高校要将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当

前阶段与疫情防控同等重要的工作，举全校之力抓好、

促好，对各高校进行政策倾斜，全力做好政策保障，推

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为应对疫情，各地采取了断绝

交通、“封城”、停工停产、停学等紧急措施，国民生

活和社会经济受到不同层度的影响。欧美股市暴跌，其

中美国股市短期内四次熔断，历史罕见，有的经济学家

预测，这次疫情带来的危机，甚至要超过 1931 年的大

萧条 [1] 。2020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预计

达到 874 万，同比增长 40 余万人，再创历史新高。有

研究者预测：“2020 年，总体 GDP 增速为 5.6%，低于

正常值 0.4 个百分点 [2]。”按照国民生产总值下跌 1 个

百分点，减少 100 万就业岗位的基数推算，今年因疫情

对 GDP 影响而减少的就业岗位，将达到 40 万个。

2 调查对象与设计
笔者对财经学院各应届毕业班班级 QQ 群进行网络

问卷的发放，共收回问卷 355 份，占学院应届毕业生总

数 64.54%，涵盖国贸、经济、经统、会计四个专业。

问卷通过手机填写占比 100%，学生所在地 84.31% 为重

庆。女生占比 74.9%，男生占比 25.1%。本次调查问卷

共设置题目 21 个，主要分为基本信息，公共卫生事件

下对就业环境的内部感知和外部感知，公共卫生事件对

就业的期望等维度进行设计。

3 调查结果分析

3.1 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学生对就业环境的内部感知

调查结果显示，公共卫生事件对于求职心态的影响

中，认为对就业有一些担忧的同学占比 41.96%，对就业

非常担心的占比 21.96%， 对就业基本没有影响的占比

21.96%，对就业有促进作用的占比 3.92%，不确定的占

比占比 10.2%。 同时，对就业形势持有非常乐观态度的

占比 1.18%，乐观态度的 4.71%，一般程度的 43.53%，

比较不乐观的占比 34.9%，十分不乐观的占比 15.69%。

对学校就业服务满意度方面十分满意的占比 14.51%，

比较满意的占比 45.1%，十分不满意的仅占 1.18%。

3.2 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学生对就业环境的外部感知

求职进度方面：认为公共卫生事件很高的影响

了自身求职进度的占比 4.71%，有比较高的影响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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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8%，一般影响的占比 50.2%，对进度影响很低的

占比 17.25%，完全没有影响求职进度的占比 7.06%。

求职时间方面：认为求职过程较往年时间更短的占比

6.27%，较往年求职时间更长的占比 60.39%，认为公共

卫生事件对求职时间没影响的占比 33.33%。就业岗位

增减方面：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认为就业岗位减少的占

比 73.33%，认为就业岗位没有减少的占比 12.16%，没

感觉到岗位增减的占比 14.51%。就业竞争方面：公共

卫生事件下认为就业竞争增加的占比 84.71%，认为没

有增加就业竞争的占比 4.71%，没感觉到就业竞争增加

的占比 10.59%。获取就业信息的途径方面：从各大就

业网站获取就业信息的占比 84.31%，目标单位官网获

取就业信息的占比 56.08%，老师推荐的占比 49.41%。

找工作方式方面：线上笔试 + 面试的占比 29.41%，

线上笔试 + 线下面试的占 13.73%，线下笔试 + 线下面试

的占比 14.12%，只采取线上面试的占比 19.22%，只采

取线下面试的占比 25.53%。被辞退方面：公共卫生事件

期间因公司裁员或者减产被辞退的占比 8.24%。                                                                                                                           

3.3 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学生的就业期望

期望就业的所在地方面：受其影响，有 29.02% 的

学生降低了就业所在地的要求，提升了就业所在地的

要求占比 16.08%。期望的行业方面：受公共卫生事件

影响，觉得不好找工作，准备考研的占比 9.02%，准备

考进体制的占比 33.33%，觉得目前行业不景气，准备

跳槽的占比 8.24%。期望的收入方面：公共卫生事件

影响，降低了自己收入期望的占比 39.22%，提高了收

入期望的占比 6.27%。收入期望在 3000 元以下的占比

4.71%，3000-5000 元 的 占 比 66.67%，5000-7000 元 的

占比 23.14%，7000-1 万元的占比 2.75%，一万以上的

占比 2.75%。期望的就业单位性质方面：期望单位性质

为党政机关的占比 12.55%，事业单位的占比 25.1%，国

企的占比 29.02%，民营企业的占比 12.94%，其它的占

比 15.29%。

4 调查结论分析
就业环境认知方面：在公共卫生事件对就业形势影

响的认知方面，大部分毕业生认为对就业产生了更多的

不确定性，对就业形势不怎么看好，普遍存在担忧的负

面心态。通过对公共卫生事件下对就业环境外部感知的

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同学认为影响了自己求职的进度，

寻找工作的时间较往年有大大的延长，就业岗位变少了，

就业竞争压力变大，更有少部分已就业学生因公司经济

不景气被迫面临裁员的风险。找工作基本颠覆了之前线

3　 钟秋明 . 我国当代高校毕业生就业观研究 [D]. 长沙 : 湖南大学，2015.
4　 蔡泳帆，王秀成 . 大学生就业认知与期望调查报告 : 多方合力破解“95 后”大学生就业难题 [J]. 中国大学生就业，2019( 21) : 49 - 54.

下的考量方式，绝大多数的用人企业都是采用的线上方

式进行。就业期望方面：受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不少的

学生降低了前期期待的就业所在地，但依然近三成的同

学还是很坚定原有的期望所在地。多数学生还是期望在

重庆等发达城市就业，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学生把就业所

在地放在了乡镇等基层地方。受经济影响，部分行业不

景气，从而影响了小部分学生跳槽的想法。在期望的单

位性质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仍然是大部分学

生热衷选择的行业，很少一部分学生愿意选择前往民营

企业。大部分学生认为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了自己收入的

期望值，近四成学生降低了收入期望，但也有小部分学

生没有动摇自己收入的期望。收入的期望变得更加理性，

绝大多数的学生期望值在 3000-5000 左右。

5 建议
我国高校承担着来自就业为导向的办学压力及就业

指导服务具体工作与条件保障的主体压力 [3], 高校应该

持续调研，充分了解毕业生对当前就业形式的认识，调

动各方面力量，做好拓展就业渠道、落实重点帮扶等方

面的工作。同时，精准施策，为所有毕业生树立正确的

就业形式认知，让毕业生既不过度焦虑又能够引起充分

重视。随着市场化在就业市场中的调节作用不断增强，

整体就业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4], 大学生的就业期

望可能业会随之改变。加强对大学生就业期望的引导，

特殊时期大力倡导先就业再择业，促进毕业生放宽视野，

鼓励毕业生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鼓励支持毕业生到基层、

小微企业就业。 

在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的今天，大学生就业难、就

业质量下滑已成为客观事实，加之疫情影响，使就业压

力雪上加霜。因此，我们要进一步透彻分析个人性格特

征、学业成绩、专业特点等，要重点了解国家就业政策，

通过模拟招聘提升应聘能力，通过积极参加招聘活动，

在与不同用人单位的接触中了解社会需求，进一步认识

自己的优势，发现自己的不足，扬长避短，及时调整就

业目标，实现顺利就业。在精准提升自身综合竞争力的

同时，也要转变观念。一是大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克

服浮躁、见异思迁的弱点，在自己认准的行业脚踏实地

工作，努力培养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将个人的职业生涯

观与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相结合起来，避免不切实际，盲

目跟风追逐所谓的热门地区、行业和岗位。二是树立“先

就业、再择业”的观念。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

多元化，大学生在就业时应抛弃一步到位的旧观念，但

也不能不加选择，结合自身职业生涯规划，选择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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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目标相同或相近行业，从基层岗位做起，在工作中

不断锻炼自己、发展自己，从而把握和挖掘新的机遇。

三是放弃进体制内的旧观念。体制内工作岗位固然有其

优势，但就其择业而言也存在其缺陷，比如岗位越来越

少、就业竞争越来越大，晋升慢、待遇不高等。经济社

会发展到今天，机遇是多元的，很多体制外的岗位富有

挑战性和发展潜力，待遇也很好，随着社会保障体制的

健全，人们对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观念也在逐步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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